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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人知稼穑之艰难，然笔耕亦非易事。我就职镇原之

前夕，一九八一年元月，中国共产党镇原县委员会，镇原

县人民政府即作出决定，成立领导小组，抽调人员，着手

编修《镇原县志》，一九八六年九月脱稿，历时六载。其

问走访省内外数百人，翻阅史籍，档案、资料，旧志等千

万字，六易其稿而后定。本志系殚精竭智，呕心沥血之

作，不言而喻。

镇原乃华夏故土，民情敦厚，文化源远流长，载之史

乘、典籍者，历历有人。县志明崇祯时董继舒编修，清康

熙时张述辕续修，嘉庆时刘化鹏、陈琚繁同修，道光时，

张辉祖又重修，民国慕少堂、焦国理先生集其大成。本志步

前人之踵武，以“略古详今，立足现代”为方针，以客观

而科学地记述史实为宗旨，采撷旧志，上溯三代，尤为详

尽地再现了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五

十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镇原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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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之光辉业绩。凡二十编

一章二百二十一节。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观其所述，有出处，有根据，

与史实无穿凿附会之嫌，无隐恶溢美之虞；前车之辙，后

车之鉴。然人无有不受时势之左右，不受学力之制约者，

遗漏，失误在所难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于文亦然。

后之观今，犹今之观昔。批评指点，责诸今人，诚就

教于大方之家；拾遗补阙，矫正谬误，殷望于来者。志修成，

编者嘱我设辞，奈何学识所限，聊以塞责尔。是以为序。

前中共镇原县委书记 李正德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于甘肃平凉

自民国二十四年慕少堂、焦国理先生重修镇原县志至

今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镇原人民

在共产党领导下，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推翻了国民党统治，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完

成了民主革命任务，昂首阔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英雄业绩，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沧桑发生巨

变，旧志不合时宜，理应重新修订，但因种种原因，未能

如愿。
。。

一九七六年后，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国家政通人

和，百废俱兴，广大群众迫切要求编修县志，省，地积极

倡议编写地方史志。编修《镇原县志》的条件业已成熟。

一九八一年元月，县委、县政府组织班子，集中人力，计

拨资金，开始编写。历六载，经艰辛，呕心沥血，终于定稿。

通览新修县志，取材重史实，核文典，通贯古今，详

今略古，忠于历史且信而有证。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志

中许多史实资料皆可借鉴利用，许多传统美德皆可继承发

扬，许多经验教训皆可总结记取，实有鉴古知今，继往开

来之作用。
“

书成之后，编委会嘱我说几句话。恕我学浅，寥寥数

语，充作志序。 。

中共镇原县委书记 李万林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志为史学之流。郡县有志，如国之有史；府邑纂志，

如国之修史。

建国以来，中央领导对方志编修多次倡导。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国家再次

提倡，各地修志蔚然群起。我于一九八三年十月莅任镇原，

始知县志编修已行三年，闻之甚为欣慰。本人虽少亲临指

导，但识此千古大计，责无旁贷，对人财筹措等项，竭力

支持。不久，县委常委会听取志编委汇报，送上打印稿十

册，喜接于怀，高足盈尺，洋洋数十万言。虽未成书，已

见底本；虽非巨著，堪称宏编。嗣后，广征社会各方人士

意见，审定修改，增添删削，六易其稿，三次打印，历经

六载，方脱志稿。可见资料采集之艰辛，文字撰写之良

苦。通览全志，建置、沿革、气象、地理，政治、经济、

教育，文化，古迹，民俗，人物、灾异各篇，上下数千

年，属相贯述，图、表，志，纪、略，传，录诸体，因其

所用，未拘古法。县志撰修特点有五：其一，破除旧志重

记皇恩帝泽及地方上层人物，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

为地方豪绅树碑立传之旧观点，注重记述各个历史时期劳



动人民生产活动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之状况，其二，破除旧

志以改朝换代及封建统治者活动为轴心之旧史观，注重记

述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关系之变革及其作用；其三，破除旧

志中诬蔑农民起义之错误观点，注重记述劳动人民在历史

发展中之作用和贡献，记述其反帝、反封建之史实；其

四，破除旧志中宣传封建伦理道德之陈腐观点，注重记述

为国捐躯，为民谋利之英雄模范人物；其五，突破“地

理"、 “图经"之旧例，笔涉广泛，志成一县之百科全

书。五破求新，概见时代之要求。总观全书，，虽不尽善，

然篇目较全，资料详备，可供挖掘利用当地资源，扬长避

短，进行四化建设之借鉴；可作宣传镇原人民革命精神，进

行传统教育及乡土教育之教材。可前彰祖先之迹，后励子孙

之志多上备国史之载，下启地方之鉴。

县志定稿，编委会求我作序。本人对史志尚少研究，

且时值改革之年，全县百事待理，案头积卷甚多，频催示

办。仅就所识，草奉一页，以敷为序。

镇原县县长 薛亮云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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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本志编纂中，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志属信史"的史学原则，力

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求实存真，秉笔直

书，能够全面、准确，科学地记录本县气象、地形，资

源，灾害和政治，经济，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反映镇原人民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活动，为后代留下比较

完整、系统的可信资荆，使其扬长避短，挖掘利用当地资

源，进行现代化建设；宣传本县人民艰苦奋斗、流血牺牲

的革命精神，为传统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和热爱乡土教育提供教材。在具体编纂中，注重了以

下几点： Y
{

一、注重记述各个历史时期劳动人民生产i活动和社会
＼

生产力水平发展的状况，抛弃了围绕封建统治者和地方上

层人士及皇恩帝泽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为地方豪绅

树碑立传而修志的旧观点。



二、注重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关系‘的改革及其作

用，抛弃了以改朝换代和统治者活动为轴心的史学观点。

特别注意研究在封建势力十分浓厚，资本主义十分薄弱这

样的社会特点下，本县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以及历次较大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过程。将本县民

主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活动写成《纪略》，尽量

保持其连续性，完整性，使其成为后代借鉴的史料。

三，注重记述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

推倒诬蔑农民起义的错误观点。对农民反封建，反官僚的

斗争和起义，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起事首领的出身，

队伍的成份，斗争的对象及其发展变化等方面，具体调查

分析，重新进行评价。

四，注重记述本县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事迹和英雄模

范人物，颂扬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抛弃

旧志中专卷详志节烈、高僧仙贤、名门宦族，宣扬封建道

德伦理的糟粕。

五，注重科学性。抛弃把政治事变和自然变化强扯在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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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荒诞谬说等不科学记述。对于天文，地理，气象、

灾害等方面的资料，力求用科学的方法和数据准确记述；

对于古代资料有价值的，予以保存；对明显宣扬“天人感

应"．， “天命合一"等观点的内容，予以删除。

六、注重内容的地域性、连续性和广泛性。突破把县

志写成“地理志"、 “图经”的旧框框。对本县的农民起

义、抗税斗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的革命活动

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大政治运动等史实，都作了比较完

整系统的记载。对于农林，水电，工交、财贸、科教、文

卫、宗教信仰、民情风俗，方言农谚，历史文物，形胜古

迹及自然灾害等，都作了记述，．力求将县志写成地方的

“百科全书"，为各行各业的建设提供参考。

七、注重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各个时期政治斗

争、生产建设活动过程，包括政策，措施的施行及其成

败，尽量作出客观的记述。对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及其取得的成就，给予充

分的肯定；对局部的失误和失败，力求予以准确的揭示，

为今后研究政策，制定计划，指导工作，提供借鉴。



·．，在体例方面；坚持．“推陈出新”的原则。既吸．收古代

方志学的“三书"， “四体"的优点，但又不完全拘泥古

法。采用志、传、图-表，纪、录等体，以志为主，志、

传，纪分编，图、表、录作为志的补充，说明或佐证，编

入各志之中。全志类目分编，章，节三级。
。

新志断限。对有资料的部分尽量向上延伸，下限至一

九八五年。但根据实有资料，仅建置沿革、历代大事记及

人物上延较远a；政治部分上限是从一九一一年开始。各专

业志，由于资料缺乏，基本上都是从一九四九年后系统记

述的。全志内容基本体现“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刀的

原则。

在编写上，原拟在《慕志》基础上续编，后根据全国

太原方志编修会议精神，经多次讨论，决定用新观点、新

方法，通贯古今，编修成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写法上采

取以横写为主，纵横结合的方法。全志沿革、自然地理，

民主革命纪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纪略、民情风俗，民

政、司法、军事、农林水电、工交邮电、财政贸易、教

育、文化、科技，体育，医药卫生，人物等编，各块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写。在各块中，又以历史发展的年代线索纵贯记述。这样

既可较为集中地记载各行业的状况，又可系统地看到各行

业的发展变化。经纬分明，脉络清晰。历代大事记、灾异

等编采用年鉴体，将本县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

自然灾害等方面的重大事件罗列。

在文体上，除引文和《艺文志》外，一律采用语体文

记述体，加通用标点。文风力求严谨，准确、朴实，避免

浮华空论。一般只记述史实，寓理于事，不妄加评论。为

了忠于史实，引文、附录一般都尊重原貌，很少删改。

对于各个时期的政权，政党，官衔等，一般书通称，不冠

政治性定语。对人物直书姓名，不加虚衔和褒贬之词。

在资料的采用方面，坚持广征博采，严格核实，谨慎

采用的原则。一般以历史档案和公开发行的或内部的资料

为准。各专业志的数字，以政府统计部门和主管局的存档

数字为准。

在编纂中，对旧志有史料价值的部分，如建置沿革、

形胜古迹、文物遗址，物产，食货，田赋，税捐、艺文、

人物，历代大事记等，尽量予以采用，但对浮夸地方名胜



的所谓“八景黟之类，则予以舍弃。

镇原县志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七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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