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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自1986年9月以来，在省、地领导关怀和指导下，经过县地方

志办公室与各部’J’1、各方面同志的艰辛工作，历经五载，四易其稿，

百万言的《涿鹿县志》终将付梓印行。这是涿鹿人民的一件值得庆贺

的大事，我们仅在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涿鹿县志》是一部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体例编纂的第一部

社会主义新县志。编修新县志，为我县各级领导和各行各业提供翔实

可靠的县情资料，为推进改革开放，振兴、建设涿鹿的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发挥积极的作用。愿一切关心建设涿鹿的人们都能从县志中获

得有益的启迪o ，

．

；一 涿鹿历史悠久。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

泉之野"，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均发生在涿鹿这块土地上，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言：“千古文明开涿鹿，，o明清以来，地方

亦十分重视修志。据考明嘉靖年间，清康熙十年、五十年，道光十四

年曾四次修志。这次修志已是第五次，间隔了一个半世纪。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遗产，是精神文明宝库中的珍贵财

富，古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一部县志，

就是一个县的百科全书。今日修志，主要目的在于资治，为建设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进行爱

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

衡量一部志书的标准，是看它能否写出当代当地特色。时代性和

地域性是贯穿地方志书的经纬，一部志书若能纵横兼顾，特色灿然，

便可经世致用。新编《涿鹿县志》便是本着上述精神编纂的。在编纂

过程中，县志编撰者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注意克服旧方志重人文轻经济

的缺陷，突破了过去志书的框框o《涿鹿县志》能否充分发挥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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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功能，无愧于新方志的创新，尚有待于历史的检验o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四十余年，涿鹿人民用勤劳的双手，

给山河增添青春容颜，使古老文明的涿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十

多年来，农业连年丰收，工业迅速发展，文教卫生科技事业日益振

兴，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新的道德风尚逐渐形成。

当前，涿鹿人民正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在

前进中不少领域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我们必须在研

究现状、交流信息的同时，认真汲取涿鹿历史上的宝贵经验，扬长避

短，发挥优势，大力开发文化资源，以促进涿鹿经济的发展，在两个

文明建设中谱写出更加壮丽的新篇章。我们希望《涿鹿县志》的问

世，能得到全县人民的关心，特别是有关专家、学者及兄弟县同行的

指正，使涿鹿县的修志工作不断改进o 、’

中共涿鹿县委书记 项续邦

涿鹿县人民政府县长 马兆秦

一九九一年九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

导，力求做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思想性、

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o

二、本志以“略古详今，，为原则，远年稍略，近年较详，立足当

代，突出现代。着力反映涿鹿的历史与现状，把记述重点放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志特

点。 ．

三、本志断限：上限因事而异，适当追溯，上溯至涿鹿县域有文

字记载或口碑可考；下限一般止于1988年，个别止于1991年底。

!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六种形式，以志为主

体。少数专志以时为序，纵贯古今；多数卷“横排l'-J类，纵写史实"。 ，

五、本书结构：分编、章、节、目，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表、

图及照片。全书共设35编142章487节。
；

六、本志资料来源多由县直有承编专业总任务的单位提供；部分
， 由本室从档案、图书、碑记、历史文物中搜集和有关专业部门或知情 、

人、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凡考证无误者即予载入，一般不再注明出

l 处。 ，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纪年，并注出公元

i．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o

八、数字书写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不

符的折算。耕地面积沿用“亩"为单位，产品型号依照原文，所列金额

数字，1955年3月1日以前系按国家币制改革前人民币计(旧人民币

．．‘一万元折合新人民币一元)；1955年3月1日以后按新人民币统计o

： 九、入传人物以本县籍为主，先后排列，以卒年为序。

十、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1958年至1983年问

， 以公社．．大队称；其前其后均以乡、村建置称o

I。‘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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