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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禹州，山11I秀美，人才荟萃，物华天宝，经贸繁荣。

修于1 9 8 9年的《禹州市志》是禹州的第一本社会主

义新方志，它全面反映了禹州的社会、历史、自然、地

理面貌，详实记载了建国后禹州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上奋力开拓、团结拼搏取得的伟大成绩，为我们研究

禹州市情、科学谋划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悠悠2 0载，沧海变桑田。禹州市自l 9 8 8年撤县建市

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2 0年的风雨历程。近年来，禹州

人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围绕“实施大开放、谋求大发展、建设大禹州”的工作思路和“建设繁
荣、和谐、平安新禹州”的奋斗目标，强力实施“工业兴市、以城带乡”发展

战略，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取得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新胜利。

今天的禹州，工业经济蓬勃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煤炭、建材、陶瓷，
铸造、机械加工等产业的规模优势日益凸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

城市面貌El新月异，新区开发进展迅速，城市框架达到6 0平方公里：新农村建设

稳步推进，特色农业、劳务经济、畜牧养殖业等发展迅速，农业、农村、农民的

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态环境大大改善，宜居水平明显提高，荣获省级园林城、
省级卫生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社会事业蒸蒸日上，教育、卫生、

科技、文化等健康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民生保障日益增强，广大人民群
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前不久，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

排名中，禹州位居第71位，全市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实力更
强、活力更足的黄金时期。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方能借鉴得失，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后来的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十七走的胜利召开，为全市上下科学发展、加快发展指明了
方向；《禹州市志》修订本的出版，也必将为我们研究禹州市情、把握发展规律

提供十分有益的参考。希望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读志，用志，吃透市情，创
新思维，把握当前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共同把禹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向前进，

早日实现建设繁荣、和谐、平安新禹州的奋斗目标!

中共射嗽执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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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地方史志是记载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重要形

式，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萌芽于先秦，兴

起于汉晋，唐宋时期渐趋定型，明清时期达到繁盛，在中

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存续和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
用。

禹州市地处中原腹地，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

史上有“华夏第一都”的美誉，曾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o，

也是中国地方史志起源、形成的重要地区之一。西汉时期，

褚少孙补缀《史记》，开颍川人编修地方史志之先河。明代，

全国开始大规模修编志书，明嘉靖三十四年，禹州境内第

一部志书《钧州志》问世：清顺治七年，第一鄙《禹州志"告竣。之后，康熙

三十二年、乾隆十二年、道光十五年、同治九年先后有四个版本的“禹州志》

成书，民国二十六年又编纂了《禹县志》，这几本地方史志是禹州五千年文明
史的载体，随着历史变迁，也成为禹州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典范。

i 9 8 9年l 2月，禹州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禹州市志》成书，这部志
书全面记述了禹州5 0 0 0年兴衰起伏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近二十

年来，已经成为人们了解禹州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建
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原志也有部分内容错漏，而且随着禹州经济社会各项

事业快速发展，社会各界对地方志的需求越来越大，到2 0 0 5年末，市地方史志

办公室可供查阅的《禹州市志》已所剩无几。因此，2 0 0 7年，市委、市政府决

定对原志进行修订重印。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方志、文化、历史等各界仁人志士及修订

编校人员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求真求实的态度，做到了
“史实记载欲其详，古文校注求其确”。经过一年的辛勤努力，现已完成修订工

作。新修订的《禹州市志*，对原志错漏之处进行了纠正和补充，内容更加翔

实，框架更为合理，印刷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质量和档次较之原来也有了一

定的提高，是一座综合性的禹州市情信息库，必将成为人们认识禹州．了解禹

州、研究禹州、建设禹州的重要历史文献。

值此《禹州市志》修订本付梓之时，权序数言，聊寄情怀。愿《禹州市志》
以其科学、严谨，翔实和丰富的内容，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肯定，真正发挥
其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作用。

J矽，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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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一

中共禹州市委书记 张长法

禹州位于中原腹地，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早在战国时期，就“富冠海内"，为

“天下名都”o因中药材和钧瓷名扬中外。建国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已成为中州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然而这四千年的文明历史，却没有一部系统的志书来记载她。历代官府虽

多次修志，但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书中封建糟粕颇多，史料也不详备。特别是自

民国二十四年最后一次修志起，历史记载整整中断了半个世纪(1960年虽修过一

次，但因历史条件所局限，资治作用不大，且较草率)o所以在这千古盛世，修成

一部系统的社会主义新志书，既是禹州百万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

为此，自1982年起，我们就把修成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作为市(县)委、政府

的重要使命之一。历时九年，六易其稿，到今天，我们可以向禹州人民宣布：这项

上对列宗列祖，下对子孙万代的历史使命，我们已基本完成了。

这部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既载下

了禹州万木逢春的今天，又录下了禹州多灾多难的昨天。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志为鉴，可治郡国。我们今天禹州市的党员、干部，

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有百万禹州人民的开拓进取，

再加上有《禹州市志》的历史资料可作借鉴，我相信，一个富庶文明的新禹州，不

久的将来定会立于中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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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二

禹州市市长 连子恒

在禹州市光荣诞生的第一个春天，我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禹州市

志》正式定稿了。付梓之前，总编室的同志约我作序。作为一市之长，经斟酌再

三，觉得有必要说几句话，既应编者，也告禹州人民及后世子孙o

《禹州市志》以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翔实地记述了禹州的基本情况、历史

变迁、经济文化、名胜山川、风土人情、资源特产等，比较客观、全面、系统地记下

了禹州人民创造文明历史的脚印。

禹州市是年轻的，而禹州是古老的o《史记·夏本纪》云，禹在此受“封为夏

伯”，国号日夏。其子夏启又于此创立了中华第一国，并大享诸侯于钧台，且建都

于此。其历史之悠久与中华文明相同步!

古人云：“自古颍川多奇士"o在禹州四千年文明历史上，曾出现过韩非、张

良、吕不韦、晁错、郭嘉、吴道子、马文升等许多名垂千古的人物。但使我感慨良

多的却是两个州(郡)守：西汉时颍川太守黄霸，任职八年，将全郡治理得“上达圣

意，下顺民心，耕者让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万民称颂；清光绪年间，禹州知州

曹广权，在禹兴学堂，开煤矿，通航运，劝农桑，任职四年，创下了许多实实在在的

业绩。一个封建官吏尚能如此，而作为人民公仆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该做

点什么呢?

今日禹州还年轻，还贫穷，振兴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

上。无论你是一地之首、一局之长，或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干部，都是禹州子孙，

都应为我市的繁荣振兴出几把力，洒几滴汗，办几件实事。否则，在职十年八年，

山水如故，面貌依旧，那就有负于党的信任，有愧于禹州父老!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黄霸也可，广权也罢，均已作古。光辉

的禹州新篇章只有靠我们去写，灿烂的禹州新蓝图只有靠我们去绘。今天，我们

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有数千年文明历史可作借鉴，有较前发达的科学技

术，有富饶的物产和矿藏资源，更有百万勤劳勇敢、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人民，建

成一个繁荣昌盛的新禹州，必定是指日可待。

我们应该比古人干得更好，我们能够比古人干得更好!在职能几载?事业

万古存。愿这两句话成为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的座右铭。我将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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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三

三朝古都 历经四千春秋降为县

禹州之龙 蛰伏七十五载升为市

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禹县改为禹州市。这是禹境建置沿革一个划

时代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四千年建置的第一次回升。我们要将这一重大的变革

载入千秋史册。

纵观禹境四千年的建置变迁，就其大势，共有三降一升：

禹境建置的最高峰是自夏禹元年至战国时期，长达近两千余载。这一时期，

仅夏朝就曾有夏启、少康等在此建都，其后的韩国也曾两次建都于此。并数为国

家京畿重地。有“天下名都"(《盐铁论》语)之誉。

自秦朝将禹境划为颍川郡起，建置降为第二台阶。一直延续到清顺治十八

年(1661)，历时两千春秋。虽由国都降为郡、州(也偶为府)，但仍为该方该地之中

心，最多时曾领27县，西至嵩山，东抵扶沟，北及密县，南达舞阳。

自清康熙元年(1662)起，至民国二年(1913)，禹境建置降为第三台阶，在全国

地位直线下跌，已无力再领他县，唯留直隶州(俗称“小禹州")这个建置了。

民国二年(1913)三月一日，因京汉铁路开通，禹境经济急剧衰落，经济中心转

至许昌，禹境撤州为县。昔日堂堂国都，竟降为平平之县，建置降至最低台阶。

禹州子孙也只有从老人那里知道，当年我们曾有“禹州"这个令人缅怀的称号了o

1988年6月25日，就是在这百万人民振奋的日子里，曾经蛰伏75载的禹州

之龙乘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在这改革的盛世，又挺身腾跃——由县改

市了。在禹境发展史上，将以四千年建置的第一次复兴载入千秋史册。在这部

史册中，我们要告诉后人：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届县委、政府，尤其

是本届县委、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带领

百万人民，把一个平凡县份建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新禹州；是经我们这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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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使建置沿革首次出现了回升，掀开了禹州历史新的一页。

一个地区建置的升降，标志着一方一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兴衰。

禹县改为禹州市，它既标志着禹州发展史上的新高度，又是禹州发展史上的新起

点。

英雄的禹州人民，不会满足现状，在新的起跑线上会更加奋进，开拓进取。

不久的将来，定能跃上更高一级台阶。

禹州市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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