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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孕育，《许昌市志》终于成书了。这是社会繁荣昌盛

的标志，是许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许昌地处中原，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名城。在漫

长的岁月里，她经磨历劫，曲折发展，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史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载、总结、研究

许昌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给后人

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不可推卸

的责任。‘通过修志，我们可以察兴衰，知得失，道古今，观未来，它是

认识许昌，治理许昌，振兴许昌，利于当代，惠及后人的一项极为有

益的事业。可以相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必将在资政、教育、存史方

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

市志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不仅可供借鉴，而且能够启迪人的

智慧。一方面，我们可以借助历史资料，对许昌区域内的基本情况

有更透彻的了解，从而在工作中更好地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兴利

除弊，继往开来；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作为开展思想教育的生动乡

土教材，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学一方之历史，激千秋之爱

憎，牢固树立热爱家乡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鼓舞人们为家乡、为祖

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勇拼搏。



许昌市志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

实际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

行动的向导。’’综观许昌的历史，我们更加坚信江泽民同志在1989

年国庆讲话中提出的四个基本结论，并立足于这些结论，坚定不移

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许昌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团结和带领全

市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jN,0，坚持改革开放，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过去，我们的祖先已在这

块土地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今天，20世纪90年代的许昌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开拓进取，再

展宏图，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作出无愧前人的贡献。

中共许昌市委书记 戴保兴

1990年7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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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地处中原，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西周时为许

国。东汉末年，曹操迎汉献帝刘协于许，灿烂的“建安文化”即源于

此。曹丕废汉立魏，许昌为五都之一。唐、宋、元、明、清多为郡、府

治所所在地。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便利的交通，使许昌很早已

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现代，由于帝国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许昌经济每况愈下，至解放前

夕，已是百业凋零，市井破败。

1947年12月许昌解放，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昌开始

了历史的新纪元。40多年来，许昌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历经艰难曲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

成就。特别是1978年以后，许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精神的鼓舞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

开放，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

伐。工业迅猛发展，已初步形成以机械、轻纺、食品、化工、建材为主

体，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结构体系；卷烟、机动三轮车、烟草机

械、继电器、橡胶制品、棉纺织品、钧瓷、布鞋等产品享誉国内外。农

业林茂粮丰，是全国全省重要的粮食、烟叶、棉花生产基．地。市场繁

荣、商贾云集，文化科技事业发达，人民安居乐业，可谓百业兴旺，政

通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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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志

许昌史志界的同志们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下，广征博采，精心编

纂，许昌市第一部社会主义地方志书《许昌市志》问世了，这是我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它将有助于人们深刻地

了解许昌、认识许昌，更好地宣传许昌、介绍许昌，提高许昌的知名

度。值此成书之际，我谨向为此书提供资料，编纂出版付出辛勤劳

动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许昌市志》本着“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

的精神，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

地、系统地记述许昌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各项事业兴

衰起伏、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内容翔实，资料丰富，文图并茂，是认

识许昌，研究许昌不可多得的工具书，同时，也将为后人留下珍贵的

历史资料。

借古鉴今，研究历史是为了当今和未来。《许昌市志》的出版发

行，将有助于各行各业、各部门的同志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为

“四化”建设大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许昌的历史是光荣的，许昌的未来是辉煌的。让我们继承光荣

的历史传统，为许昌经济的振兴和繁荣而齐心协力，开拓前进吧!

许昌市前任市长 王日新

199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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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志》经过广大史志工作者的呕心沥血，数载笔耕，并在

全市人民及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下，终于即将面世了。

这是许昌人民的一件幸事。此书资料翔实，编纂严谨，纵贯许昌古

今，横揽许昌百业，具有较强的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是一部了解许

昌、研究许昌和宣传许昌的资料土具书。我谨向为编纂《许昌市志》

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史志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海内外许姓的祖根就深深地扎在许昌这块土地上。许姓的始

祖许由乃炎帝之后，是唐尧时一个重要部落的酋长，他善理政务，深

孚众望，尧曾以天下相让，由坚辞不受，遂率部族隐耕于颍水之滨

(今许昌东部一带)，名为许地。西周灭商，武王封太岳伯夷之后文

叔于许，称许国。春秋时许国为郑国所灭，国人散居各地，历代繁衍

生息，其根在许。今许昌市鄢陵县境内遗留有许由寨、许由冢，许昌

县境内有许由挂瓢处、许由部落牧耕地“许田”等多处胜迹为后人所

仰慕。许昌还是陈、钟、方等姓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维系着海内外 ，

炎黄子孙的千万情丝。

许昌地处中原，绾毂四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汉建安元

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刘协都许，招贤纳士，广揽人才，募

兵屯田，终于成就霸业。曹丕废汉立魏，因汉亡于许，魏昌于许，故

改许县为许昌县，为曹魏五都之一。自晋以后至明、清，朝代更替，

训



许昌市志

世事沧桑，这里或设郡或设州，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社会进步作出了’

贡献，这是许昌人民的骄傲。

新中国成立后，许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努

力奋斗，使得许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特别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昌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群

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显著的提高。

盛世修志，不仅仅是为了记录过去，意在启迪后人，开辟未来。

当今时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波澜壮阔，在这种大潮的推动下，许昌也

要乘势而上，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实现繁

荣昌盛，进一步开发利用“三国文化”，发展第三产业，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海内外新朋老友、“三胞”亲人以及各界人

士来许昌观光、探亲、寻根、问祖和经商办厂、兴办实业。让许昌这

座历史文化名城焕发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许昌市地方志总编辑室的同志嘱我为《许昌市志))作序，因有感

而发，即以此文代之。

许昌市市长 牛学忠

199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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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城许昌为曹魏发祥基地。操、丕父子，两世经营，奄有中

原，乃成“魏基昌于许”之说。。说部《三国演义>)海内流传，许昌更为

妇孺所成知。许昌地居中原腹地，位当交通枢要，历来又为各方争

逐瞩目之地。若是，必当有志以纪其盛。稽考文献，唐樊文深编纂

之《中岳颍川志》为许昌旧志之始。此不仅为许昌志始，也为旧志之

珍秘，惜其书久佚，仅存书目。今存世许昌志书当以明永乐《颍川郡

志》为最早，下迨民国，计有刊本八种、稿本一种，其中明弘治邵宝修

《许州志》尤称名志。近年新编县志之事大兴，许昌早于1981年即

筹谋擘划，几与八十年代第三次修志高潮同步；十年修志，许昌又

与相终始。1990年，《许昌市志》告成，都百余万字，跻于新志之林，

许昌市志编者请序于我，辞不获己，乃为略缀数言。

修志一事，首在定结构，谋篇章。近年于此有大编小编，之说，而

以采小编居多，其意在便于突出重点，立意盖善。至旧立大编，确感

疏阔，但其易于统摄，尚有可取。而《许昌市志》则另辟蹊径，以并列

条目体构结全书。兹体例用诸综合类志书之编纂，允当与否尚需经

由实践考量，难乎速下定论，然编者不拘一格，勇于探索之精神，诚

可嘉佩。

地方志之要在于突出地方特色，使读者不见志名而读其内容即

以为非此地之志不可，庶可免千人一面，千志一貌之憾。许昌为烟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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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志

草重要产地，久为英美烟草资本家所掠取。烟草驰名遐迩，斯民备

受敲剥，此固许昌一地所特有，而非各地之共象。它如属县禹州之

钧窑，有“进窑一色，出窑万彩”之妙i鄢陵蜡梅甲于天下，均赋特

色，《许昌市志》为此特设《名特产品》一条。地方特色，于兹显然。

近年，行政区划之设置时有变易，而经济发展之区，往往有升格

殊荣。许昌市本为县级市，与许昌、长葛、鄢陵、禹县等十余县并隶

许昌地区。1986年进行区划调整，许昌地区撤销，许昌升格为地级

市，辖许昌县、长葛县、禹县、鄢陵县及魏都区等四县一区。区划升

格标明许昌之繁盛，而修志者则颇感棘手。目前，地级市志为数不

少，修志者困于市县关系之处理，言详则夺县志，言略则遗所属，举

棋不定，着笔较难。《许昌市志》编者思虑反复，首于凡例五中规定：

本志记述的区限“以许昌市行政区划为准，包括魏都区、许昌县、长

葛县、鄢陵县、禹县。‘全市’指‘四县一区’，‘市区’指魏都区。‘许

昌市’1986年前指原许昌市，1986年后指区划调整后的许昌市(包

括四县一区)”，使读者明其改制前后之不同区划。《许昌市志》复于

志末立《县区志要》一编，概述新市所属四县一区，既不遗所属，又以

志要而不夺县志笔墨，一举二得，固可备编地级市志者所参酌。

志书文字犹衣饰之于人。文字规范化当为7志书基本要求。比

来审读多志，时见有简称侧于字里行间，致使词意含混，设再传之后

世，更难了了。窃意一字之略容或谬以千里，颇不以为然。此虽小

节，不可不慎。《许昌市志》凡例八规定“组织机构、会议名称等，首

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虽可稍省文字，究不若均用全称以求

志文一律而免读者前后翻检之劳。所见如此，当有可议之处，聊以

应命，冀可备志序之一格耳。

来新夏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于南开大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许昌市境内的自然风貌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

现状，力求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为许昌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

二，体例采用平列条目体编排。首置许昌市政区图，许昌市市区图、照片、序、

凡例，目录。正文设概述、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卫生医药体

育，人物、社情民俗，县区志要、大事记、附录共13类。类以下按事物的属性设条、条

下分目、子目。各条之首根据需要设综述或无题序。许昌烤烟、禹县钧瓷、鄢陵花卉、

长葛毛纺为许昌名特产品，故经济类设“名特产品”专条。

三、文体采用述，志、传，记，录、图，表等体。概述提纲挈领综述市情；志以记

述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传以记过世名人；大事记以时为序，记述自周以来的大事；

附录录文献辑存；图表补文字叙述之不足。

四、断限‘大事记贯通古今，志事物发端简叙，详今略古，重记当代，特别详记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昌市各项建设事业的实绩，以突出时代特

点。下限一般断止1987年，个别重要事项延至1988年。

五、区域范围 以许昌市行政区划为准，包括魏都区、许昌县、长葛县，鄢陵县、禹

县。“全市”指“四县一区”，“许昌市”1986年前指原许昌市，1986年后指区划调整后

的许昌市(包括四县一区)。 ·

六，纪年历史纪年沿旧称，以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民国(1912年)后用公元纪

年。

七、文字使用规范简化字。专业名词、符号以国家统一标准为据。数字(词)用

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为准。

了，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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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称谓 组织机构、会议名称等，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地名用标准全

称，以括号注明古地名。

九、统计数字以市统计部门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所缺数字，以主管部门统计数

字为据。计量单位以中国国际单位推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

称与符号(试行)》为准。 ，

十、资料 历史部分多录自有关许昌历代史志，近代部分主要录自各级档案馆馆

存资料和各编志单位整理校核的史实资料。所用资料均不注明出处。

十一、行文中的“解放前(后)”系指1947年12月15日许昌解放前(后)，“建国前

(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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