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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滕县志》付梓问世，诚为滕县人民精神文明的一大建设，作为参与其事

者，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国有国史，省有省纪，县有县志。郡县建志，始见于汉代，后隋唐、宋元、明清、

民国继之，迩来已有二千余年。滕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很早就有编史修志的优

良传统。据明代万历《滕县志。序》(县知事杨承父撰)称：“滕故有志”，然因年代

久远，战乱频仍，历劫难存；抑且因其“故实不备”，。体裁失伦”，而湮没不传。我们

手头现存的由邑人王元宾主笔的明万历《滕县志》，也是在历劫数百年无迹可求之

中，经由北京图书馆丁志刚副馆长辗转日本得来旧志胶卷复制而获。

远古时期，滕县就是东夷炎族的发祥地之一，有“东方君子国”之美誉。滕之

为滕，初因农业发达而以田畦之塍为名，后经传以塍假为滕，取泉水腾涌之义。进

入阶级社会以来，先后以滕国、滕县、滕州闻名于世。战国时期，滕文公不以国小

自卑，礼聘孟子于上官，虚心请教治国之道，按照。政在得民”的主张，“法先王”、“施

善教”，政绩卓著，。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获“善国”美称，慕名来滕定居者络

绎不绝。秦置滕县，隋设滕郡，金元时为滕州，建国初期是滕县专署驻地，今又撤

销滕县，设立滕州市，名称虽有变化，而“滕”字却保留至今。滕地人1：2众多，物产

丰富、交通方便、位置重要。古为“九省通衢”，今又形成以铁路、公路为主，以内河

航运为辅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近则与国内各省市进行横向经济联合，远可同世

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渐次成为鲁南经济重镇。

为弘扬“善国”避风，借鉴历史经验，淬砺人民精神，建设四化大业，重修滕县

史志，势在必然。据查，自明清以来，滕县十二次修志。新中国建立之后，曾于六

十年代组织人员编修《滕县新志》、后因政治运动而中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全县出现修志热潮。1982年夏成立滕县史志办公室。在

省、市史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经过县志办公室全体同志辛勤努力和各届人士大力

支持，历经七载，新编排县志》五易其稿，终于成书。 ·

新编《滕县志》不是滕县IV志的续修，而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按旦曼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兼取。通纪”、“断代”体例，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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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滕县志

事求是精神，循德、识、才、学标准，编纂成书。新志上起北辛文化，下至撤县建市，

时约七千余年，吸取历代旧志及有关史料的精华，又增加大量新的资料。本志经

认真鉴别，去伪存真，分门别类，按概述、大事记、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

物、附录的顺序进行编写，符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规定和滕县的情况，基本上

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语言朴实，文图并茂等要求，洋洋百万言，兼

具史地，注重人文，勾稽史例，纪实求真，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

成果斐然。这部志书，当是我们认识县情的百科全书。当是我们进行爱乡、爱国

教育的极好教材。

滕县是我的故乡，幸逢盏世修志，修好本志，义不容辞。读后有感于兹，是为

序。

王裕安

一九IX．九年九月

嚆o。

●；；_学¨r．|，¨，一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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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滕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

是地记述滕县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共设九编。首编概述，总揽全志；次为大事记，以时为序，记述大事、

要事；第三编至第八编为专志，是志书的主体；第九编为附录，收录重要文件、论文

及旧志序跋，地图、照片、表格随文插人，不单设章节。

三、按现行政区范围立志。上限因事而异，不作统一规定；下限至1987年

底。

四、按事业立志，事以类从，类为一志，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

五、对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不设专章记述。

六、有关统计数据，以县统计局公布的为准，统计局缺载的，以有关档案材料
为依据。建国前的统计数字仍按原政区记述，建国后的统计数字，除少部分囚难

以分开而包含划出的东部8个乡镇外，其余均按22个乡镇记述。

七、称谓按当时各个时期的政区、机构名称，初记全称，后写简称。如“中国共

产党滕县委员会”，简称为“滕县县委”或“县委”。行文中，“建国前后”系指1949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

八、本志遵照修志通例，不为生人立传。人物立传范围，以近代和现代人物为

主，以本籍人物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立传标准，以对本县社会发展的贡献和影

响为依据。对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编排以生年为序，不再分人物类别。英

名录只收烈士。人物简介收本县古代著名人物和近代、现代长期在外地工作的地

市级以上(知识分子为副教授以上)影响较大的人物。对人物直书其名，不加称谓

和褒贬定语。

九、本志用语体文，力求文风严谨朴实、语言简洁通俗。 ，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省，市，县档案馆和县直各单位、各乡镇史志办公

室，经考汪鉴别后，根据需要选用。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