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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辛集市志》是辛集市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它辑录了辛集自建置以来两千多年的珍

贵历史资料，记述了辛集市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翻天覆地

的巨大变化，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灿如星河的优秀人物，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与创造。

它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指引辛集社会全面进步和经济飞速发展的强大动

力。

新编《辛集市志》是一部记述辛集市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总汇，具有重要的。资治、教

化、存史”功能。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辛集、研究辛集的科学资料，而且是教育全市人民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生动教材。读史明志．我们应该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好《辛集

市志》，用好《辛集市志》，研究辛集历史发展的进程，开辟辛集光辉灿烂的未来，引导全市人民记

取历史，瞻望未来，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把我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推向一个

崭新的阶段。

辛集自清光绪三十一年以来，未编纂成功过志书。相隔近百年，重编新志书，资料缺失，殊为

不易。市地方志办公室修志同人，历时八载，四易其稿，终于纂成一部既有益当代又惠及子孙的辛

集地方历史文献，填补了辛集市近百年历史资料的空白．

当新编《辛集市志》付梓行世之时，聊作数语，权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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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新编《辛集市志》编纂成功，付梓行世，这是全市人民的一件

大喜事l我作为现任辛集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深感欣慰。

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又称地方百科全书。记述所及，于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社会、人物诸项，几无所遗。新编《辛集市志》是辛集市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总汇，是今人和

后人了解辛集、研究辛集的珍贵历史典籍。读新编《辛集市志》可以知辛集市源流之长远，历史之

悠久，位势之冲要，物产之丰厚，人才之灵秀，英烈之壮伟，民俗之朴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

来，辛集市人民紧跟党前仆后继打江山，击风搏雨干革命，历尽曲折和艰辛，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又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更夺取了

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胜利。其气势之宏，变化之巨，真正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l新编《辛集

市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辛集市的历史进行了新编，很好地体现了客观

性、历史性和全面性，她对于辛集干部群众鉴古知今，自豪于历史，珍视于时代，创造于未来，谱写

改革开放的更加壮丽的新篇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中央反复要求我们，要认真研究国情，认真研究地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走自己的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把当地的事情办好。地方志是国情书，是地情书，为各级

地方干部准备了最完备的资料，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库。在古代，留下了。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的宝贵经验。我们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更应该深刻地懂得以志为鉴的道理．因此我

们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功夫，编好地方志，读好地方志，用好地方志，充分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修史之难，莫过于修志”。编纂一部地方志殊非易事。中国历代修志，都是政府行为(当然也

有个别私家修志的)。都是由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主持其事，延揽人才，拨出经费，经过收集资料，

编出辅政“官书”，成为一地的历史文献。新中国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始于20世纪80年代

初，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辛集市修志始于1986年下半年，在白润

璋、刘保禄两同志分任市委书记、市长之时。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关于编修辛集市志的决定》。随

后建立了编纂委员会，调集有志于此并有一定政治、文化素质者，组成专门班子，着手进行编修新

市志的各项工作，为新市志的编纂成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在继任市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后，以

前几任领导为楷模，继续对新市志编修给予了应有的关注，直至出版成书。我们应该感谢市地方

志办公室和各部门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们。他们在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兼市志主编王登普同志

的带领下，以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事著述大业，呕心沥血，埋头若干，默默地奉献着智慧和力

量，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不倦地探索方志学理论，创造了许多新鲜的修志经验，受到河北省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的重视。市地方志办公室于1988年、1992年、1994年三次被评为河北省地方志工

作先进单位。我们还应该感谢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领导，感谢全国各地的史志专家学

Ⅳ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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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及省内外兄弟县市修志同人对辛集市修志工作给予的深切关怀和热情帮助。‘辛集市志》有

今天这样的面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观古鉴今，彰往昭来。新编《辛集市志》定将在全面改革开放，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既有利当代，又惠及子孙．是我们这

一代人留给后辈儿孙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巨大的资政、教育、存史的价值是其它任何书

籍都无法替代的。 ．

编史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i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使新编

志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辛集市志》是辛集市近百年来编纂成功的新志书．它是开创

性的，又是为以后续修打基础的。在我的任期内出版这样一部地方历史文献，既是历史的机遇，也

是一大幸事。辛集市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要继续与辛集市人民一道为建设辛集市，发展辛集市，繁

荣辛集市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拼将热血灌沃野，誓教桑梓变富园。我愿与辛集市的父老兄弟姐

妹共勉!

辛集市人民政府市长唐梦月

1994年12月1日



序 三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中国文化的一项特殊结晶；在别的国家似乎找不到相同的东西。论者或

以为它有点像欧美国家的区域研究，但亦不尽相同。区域研究是研究一个区域的地理、历史、文

化、政治、经济、人口、产业、社会、宗教、民俗以及艺术等等，着重于实地调查和测绘，目的在于提

供区域设计或经济开发作参考．而中国方志的性质，则远不止此。它究竟是属于历史或地理，历

来学者评说未定。事实上，方志所包的部类甚广，远远超出了历史或地理的范围。单说方志这称

谓，似乎起源于《周宫》的“外史掌四方之志一。按《周官》一书，乃成于战国时代，由此可知方志的源

远流长。惟唐以前的方志，多已不复存在，所存者每附丽于正史之中，如《史记·河渠书》(卷三)

谓。“昔者先王之化民也⋯⋯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叙述历代方志发展情况綦详，惜

其书多佚。现在仅存者惟东汉会稽人袁康所撰《越绝书》和晋代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两书，差可当

之。唐五代而后，历宋元明清以至民国，代代皆有编纂，仅宋元以来所修方志，就有8000多种，十

7几万卷，约近同期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凡此，均广具资政、教育、存史之功，以视欧美的所谓区域

研究，其规模宏阔，涵义深远，当远过之．

我束鹿，置县制于西汉，定今名于盛唐。到198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改革开放大潮

中，撤县置市，设立辛集市。前此，柬鹿县志，原有明五志，已佚；尚存清五志以及民国谢迈度撰《柬

鹿新志稿》残本，都是极为珍贵的地方文献资料。惟兹编《辛集市志》之作，则是在新中国建立之

后，撤县置市，于全新时代，具全新意义，富开辟性创造性的巨构，远远不是任何旧志可以比拟的。

不同于以往封建时代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旧志，这部可称为社会主义科学文献的新方志，有

其显著的特点。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辛集市委市政府关注领导下，在主

编王登普同志精心主持下，全体修志人员发挥“团结、勤奋、求实、向上”的辛集风格，历八载苦战，

．砣花兀兀，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四易其稿，终抵于成。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卷帙浩繁的《辛

集市志》，实在堪称是一部科学的文献，其所占有的资料翔实、系统、准确，其组织结构详明、合理、

严谨，其内容深刻、丰富、全面，其语言通达、朴实、晓畅。我。河北_集”堀起于燕赵平原，乘着改革

开放的东风，走上振兴腾飞的大道，根祗与面貌已经发生了还在继续发生着变化。当此急起直追，

突飞猛进的际会，这部新市志极为谨严而详尽地突现了历史长河中斯时斯地上自建置下迄1986

年一个阶段，于全面记述了现状外，复勾勒了历史脉络，预示了发展前景。手此一编，使我们不只

。看到辛集市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现实，并从中清醒地理解了它的来垄去脉，熟知它的昨天，以及

昨天的昨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教训；同时还受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

育，信心百倍地瞻望明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辛集市完全会依照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斩荆披棘，迅猛攀登。间尝以《世纪谣》七言八句概述20世纪的中国或中国的

20世纪，谣日l

紫气东来大化新，

锦云何惧倒寒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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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转世中华相，

古树著华举世珍。

贯年干雷招旱魃，

浇头酸雨惹妖氛。

回天赖有鲁阳戟，

犹待攀登披棘榛。

今读《辛集市志》，岂不正是具体而微，更典型、更生动地体现着这一历程吗?那么，恰如市志

所综述，当今方渡过“回天赖有鲁阳戟”的阶段，正阔步迈上“犹待攀登披棘榛”的台阶，不是非常

显然的吗?辛集市改革开放，百业兴旺，前程似锦，这是多么令人心情兴奋，意气风发的啊!

我12岁入高小，便寄读异县；继而上中学大学，更远离家乡。尔后进入社会，复东西南北，四

海为家，未尝为生我养我长我育我的桑梓展尽绵薄。光阴荏苒，倏届耄耋，每思有所补赎，而苦于

乏术无力，兴念及此，辄以为憾，因乡愁随着年龄而俱增。今读此皇皇巨著《辛集市志》，恍如面对

53万袍泽，沉醉于诗洋画海之中。在这里，会久别，交新欢，见到许多熟稔或心仪的面孔，无限亲

切而愉悦。

市志主编王登普同志很早即邀我为市志作序。说真格的，于此道我实隔行，文思枯涩，找不出

几句话好说。但在翻读志书过程中，却逐渐感到这不是一般的方志，对我说来是从家乡飞来的长

鸿，它带给我那么多疗人饥渴的信息，读着它胜似读着醉人的诗篇。我徂东山，滔滔不归。嘤其鸣．

矣，鸿雁于飞。我且展开长卷，一杯清茶，竟日研读不倦。咀嚼着鸿文，聆听着乡音，恍如西归，亦

实难得的享受!话说远了，放了野马，拉也难回。姑妄言之，是以为序。

1995年4月29日写于吉林省长春市①

①(注]公木，原名张松茹，辛集市中里厢乡北盂庄村人．柬鹿县早期革命者，著名诗人、学者。其生平事迹见本志政治编
‘建国前革命斗争纪略'和文化编文化艺术章《文学创作)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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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宗旨。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力求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市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使本志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功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

二、断限。上限自建置起，下限断至1986年，以记述辛集建市时的基本情况为要务。对各项

事物的记述尽量追本溯源，志其发端。对有些连续性强需述明原委的大事、要事，则越限至搁笔时

为止。 ·

三、结构。于编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历史脉络。之后为地理、经济、政治，

军事、文化、社会、人物七编。编下设章、节、目。编末收限外辑要和后记。

四、内容。本届志书为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在记述内容上既要贯通古今，又要详今略古。

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1978年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为记述重点。通过记述各项事业的兴衰起伏，

揭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革命真

理。

对建国前的人民革命斗争，对建国以来的重要政治大事，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记

述。

五，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贡献大、影响面广的革命烈士和已作古的英雄模范、知名

人士及清正廉洁、卓有政绩的官吏等均予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人为主，兼传客籍人。

对在各项事业中成绩卓著，或有某种建树以及有代表性的一些生人，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

述其业绩。

六、体裁。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种形式，以志为主。根据需要在若干编章冠以无题小序。

在若干章节之后，设有附录，以补充正文，深化主题。

七、章法。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各类专志，均以

类系事，横排纵叙，叙而不论。必要的议论，则力求简明、自然，与史实的记述融为一体。

八、文体。全志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九、纪年。清及清以前用当时的朝代纪年，民国用民国纪年，但都同时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旧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书写；公元纪年和民国纪年的年月日用

阿拉伯数码书写。

十、简称。行文中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和建立后颇多，一律简称建国前，建国后。解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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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是以1945年8月21日束鹿县城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这个特定时间为界限。

它必要的简称，在第一次运用时标明全称，并同时括注简称，以使文义晓畅，便于阅读。

十一、数据．一般采用市统计局数字I市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数字。

十二、地名。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同时夹注今名)外，

用现行标准地名。
‘

十三、资料。本志资料来源主要为康熙、乾隆、嘉庆、雍正、光绪五部束鹿县志，谢迈度民国《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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