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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古县镇志》编纂付印，是古县镇人民的一件太

喜事．
’

． 。，’． ．
，

‘’

·

古县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一据梁村古遗址出土文物

测定，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

， 繁衍生息．两千五百多年前，晋国大夫祁奚在这块土地上建

筑城邑，把它作为祁她的行政中’心，：古县因此而得名，一并为

今天古县镇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0+．

‘。然而逝去的几千年，古县镇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徘徊，

·发展缓慢，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人不能尽其才．

蓟本世纪二十年代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古县镇人民

，，’ 和全国人民一道，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三座大山，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

一 英雄人物，。创造了无数的显赫业绩．
‘

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古县镇人民同心同德L群簟

群力，治愈了战争的创伤，’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前巨大胜利，傲变了旧社会留下的一穷二自的面貌，‘古

老的古县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兰

中全会以后，古县镇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工作重点转

、入经济建设的轨道，深入进行改革．几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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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年比一年提高，新的道德风尚逐渐形成，一代新人茁壮成

长．形势十分喜人。 、 ．

‘

历史越是前进，社会越是发展，我们越是感到急需编纂

一都，能系统反映古县镇真实面貌的镇志．充分发挥地方志

书“资治” “存史” “教化”三大作用，总结厉史经验．引

出失误教训，分清是非曲直。经世致用，为社会主义，‘。两

个文职?建设提供借鉴一
。、

’．

基于这一点，遵循中共祁县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统·部．

署，在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一九八四年六月开’

始组织人员，着手编写，历时三年，数易其稿，终于成书．

．在编纂《古县镇志》过程中，承蒙各界人士，老同志知．

情人的大力协助，编纂人员的艰苦劳动，终于使《古县镇：

志》得以成书，我们谨代表中共吉县镇委员会，吉县镇人民

政府表示诚挚的谢意。·． 、

、

‘．

十

●

^i’2，’

中共吉县镇党委书记 杨大林

古县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富成

‘
}

L．

／

． 一九八七，五i?十茸耳．
∑’c‘-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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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史缩志，历代相沿巳成传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
一

。．．．

· J’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的伟大转折，我们的国家

进入了·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时至今日，，政通入和，百业

俱兴，中华民族开始腾飞，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编纂第

二部<古县镇志》，架起这座沟通历史的桥梁，编织一条加

强人民与国家之阿的感情纽带，‘条件具备，而且义不容辞．

编写镇志，·这在我镇是一个创举；这不仅是因为前无古

人，更重要的是弥补了县志的不足，详尽了县志的简略，增’

补了县志之空白，是史志的系列丛书，是方志之新品种．古+

县镇志编写组边写边改边完善，编纂人员品尝了酸甜苦辣，

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终于把这部《古县镇志》奉献给大家． ，

《古县镇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努力做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在

观点、方法、取材上努力达到“三新“的标准。略古详今，?以

近代和现代为主，兼顾历史重大事实，突出连续性和系统性，。

紧扣方志韵区域性，牢牢立足于古县镇的各个方面，。新方

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反映了各个阶层的进步行

为，这是本志书的三个特点．

．． 古县镇从梁村古遗址的发现，．蹲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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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而成为古之祁地的领邑，也有两千多年了，其历史悠‘

、久，人杰地灵，t位置重要，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特别

’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起过和起着

独特的作用。为能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居今而知古，

继往而开来，”《古县镇志》这部区域性百科全书一定能很

好地为建设四化和造福后代，起刭“存史”、 。资治”、

“教化一曲作用，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贡
●

献。
． ．

．‘，⋯
．．

·

．

． 《古县镇志》共八编，计五十·章，约二十八万字l图，

‘表i传．记．，录齐全，但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出古县镇的面

貌，再加上编纂人员的水平有限；资料来源缺乏，谬误和失

实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

．《古县镇志》的编写是在镇党委，镇政府的直接领导和

全镇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承蒙县党史县志办公室

的具体指导以及各有关方面的密切配合，才得以出版，谨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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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县镇志编纂委员会
’

一九八七年五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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