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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的编纂成功，出版发行，是全县人

民的一件大喜事!我们作为现任三河县的党政主要领导者感到欣慰不

已，思绪如潮。
。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确，身在山中不知山，

往往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我们身在三河，一定要研究三河，全面认识

三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三河。历史上“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治郡目者以志为鉴”，’我们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更能懂得以志为鉴。

1982年初，赵惠臣、孙耀谦二同志分任县委书记、县长之时，与县委、

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的其他各位领导成员一起，作出编修《三河

县志》的决定。随后建立编纂委员会；调集有志于此并具有一定政治，

文化素质者，组成专门班子，着手进行编修县志的各项工作，为新县志的’

编纂成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 983年，刘瑞丰、周士毅二同志继任县委一

书记、‘县长后，对县志工作进一步加强领导，热心帮助解头实际困难，

推动了编修工作的顺利开展。1 986年，我们担任县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后，

以前两任为楷模i继续对县志编修给予应有的关注，直至出版成书。

、‘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建：

设。地方志以其“资治、存史、教化”的重要功能和继承历史、反映现

实的翔实记述，。具有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重要意义二。三河自唐开元设

治，迄今已有近1 300年的历史，勤劳勇敢的三河人民为发展中华民族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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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的文明史，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不断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篇章，积累了丰富的可资借鉴和吸取

的经验教训。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长远来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编纂一部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三河新县志，都是非常

必要、而且十分迫切的。

新县志弃旧志重人文、轻经济之弊，以记述经济为重点，通过充分

反映生产发展的来龙去脉、经济建设的兴衰起伏，观古鉴今，彰往昭

来，定将为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大量有用资料和信息，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治。通过对本地自然和社会，包括区域、

语草、山川1、气候、灾异、人口、土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

育、卫生、科技、风俗、方言、人物、轶闻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系统

记载，储地方文献，存百科之史，可以继往开来，惠及千秋，为子孙后

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通过对众多的历史人物，尤其对半个多世

纪以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为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以及发扬高尚风格的好人好事

的记载，书一方之人和事，激千秋之爱和憎。不失为向人民群众进行爱

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

实际生动的乡土教材。

编修新县志是历史的要求，时代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通过拨乱反正，政治安定，百业俱兴，天时，地利，人和，为编修

新县志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社会条件。感谢我们的前两任领导者，他们

在任期内适时作出修志决定，并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支持了编修县志的

工作。感谢县志办公室和各部门从事哆志工作的同志们，在县志主编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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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同志的带领下，无声地付出大量的心血，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创造

了许多修志经验，受到了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重视，被确定为全

省修志点。同时，感谢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各地史志界的专

家学者，以及省内外兄弟市县的同志对三河修志给予的热情帮助和支
’

寺寻。 !+： J，V ，“。_·+√1 。 ： ．∥c。：．

一在《三河县志》出版之际，我们写了这些话，不成体例，权以为
‘

’

序o t-
．

中共三河县委书记 齐浩东

三河县人民政府县长 侯文海

’--7'sAA年八月二十日



序 二

新编《三河县志》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

程的新形势下出版问世，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

果，意义极为重大。定稿之日，编委会嘱我作序，令我心绪如潮，感奋

万千。

三河自唐开元四年建县，迄今已有近1 300年的历史。勤劳勇敢的三河

县人民，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为追求政治上光明，经济上富庶，文

化上进步，一代又一代地前赴后继，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难以数计的壮丽

篇章。唯一可以较为全面、系统再现三河县历史全貌的只有地方志，然本

县修志从明朝后期至民国期间虽有过五次，但其中明万历十二年、清康

熙十三年两次编纂志书均佚，今存只有清康熙十二年、乾隆二十五年、

民国二十四年所修志书三部。尽管旧志受当时社会之影响，连篇记述职

官、名胜、节妇烈女、人物、艺文，而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涉及甚

少，体例率多因袭，或续前志所缺，或补旧志不足，其篇目、内容纵有增

损也大体相沿，但仍不失为珍贵的史料。今修社会主义新志，非续非补，

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啄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在继承前人修志之精华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创新分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五

大部类，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十三大

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分门别类、翔实地记述了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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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自然和社会，尤其是经济建设的历史轨迹与现状，充分反映了地力

特点和时代特色，7客观地、真实地写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进步与

曲折‘．成绩与失误、’优越性与弊端，阐明了现时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

革的必要性及其紧迫性6纵览全书；三河近I 300年的画卷历历在目；包

罗万象的记载，i给人以广泛的知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教训的记

述，给人以求知若渴的借鉴。如果说新志通过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种经

济信息、科技信息、人才信息，可以使各级领导干部准确、全面地掌握

当地实情，具有“资治"-的重要现实意义；那么，通过记述仁人志士、

革命前辈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和辉煌业绩，无论对今人、后人，都

具有鲜明的“教化”意义；再以“存史”的作用来看，朴实、严谨、科

学的记述，不但使一方文献得以保存，而且亦可“补史之缺，参史之

略，续史之无”，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编纂·一部新县志是三河人民多年的夙愿。I 982年初，中共三河县委

作出编修社会主义新县志的决定，随之建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始由县人

大副主任张国久同志任主任。张国久同志离休改任顾问后，由县人大主

任姚庆奇同志继任。姚庆奇同志离休改任顾问后，又由我继任。在前任

两位老同志和编委会其他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领导和支持全体修志人员

不断克服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创造了许多修志经验，被省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确定为全省的修志点，为以后修志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在《三河县志》编修过程中，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各地

史志界的专家学者，以及省内外兄弟市县的同志，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支持，特别是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卢振川同志，不辞辛苦，在百忙之中

每次来三河具体指导。借此机会，我代表三河县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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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非合众力难以成功。县志办公室

和各部门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们，把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无声

地灌输到编纂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尤其是担负主编的金城同志，

从始至终不仅勤勤恳恳地发挥了“总工程师”的作用，而且兢兢业业地

担负了很大程度上的“瓦木匠”任务，废寝忘食，忘我地将全部精力献

给修志事业，不愧为全县以至金省修志人员公认的楷模。

《三河县志》自撰写初稿到成书，几经编摩数易，其问大改有两次。

第一次修改后，曾提交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北戴河召开的评议会

评议，与会专家学者及各地同志在提出宝贵意见的同时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尔后通过深化认识，再次进行了全面的深加工，进一步增强了志书

的真实性、科学性、严谨性、朴实1l_k。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资料

短缺，加上水平所限，疏纰差错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

便今后续修时纠谬补遗。

三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张志泽

三河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九八八车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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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

’述本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使本志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

功能。 一
，‘

‘、’ ‘一

一 二、断限。上限自设治起，对各项事物的记述尽量追本溯源，志

其发端。下限至1984年，对有些连续性强需述明原委的大事、要事贼

越限至搁笔为止。
’

。

三、结构。于篇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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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附录。

四、内容。既全面记述，贯通古今，又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以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重点，摒弃旧志重人文

轻经济之弊，详细记述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对改革中出现的瓤生事

物予以歌颂，对正在探索中的问题，则取慎重态度。

对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一的原则，分散

于大事记和有关编章记述。 ，‘ ‘。

五、人物。不为生人立传，对贡献大、影响面广的革命烈士和已

作古的英雄模范、知名人士及清正官吏等立传，以本籍人为主，兼传

客籍人。对个别为历史唾弃的酷逆亦予立传，以警世人，教育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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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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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事系人”的方法，于有关编章予以辑录。人物表所载革命烈

士、学者名流、地师职以上人员，因涉及面广，虽经多方搜集，仍可

能有错漏者。

六、体裁。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种形式，以志为主。在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编的若干章内，冠以无题小序，以综合归

纳、指明要点，或反映规律、彰明因果。在若干章节之后，设有专记

或附录，以补充正文，深化主题。 ‘

七、章法和文体。各类j誓志均以类系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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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除

引用古籍外，一律采用语体文，力求严谨、朴实、简洁、规范。7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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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解放后，是指1948年9月7日三河县

城从国民党政权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特定时间。其它必要的简称，在

第一次运用时标明全称，有的则加文内注。

九、纪年。除大事记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加注朝代和民国纪年

外，其余部分，清及清以前用当时朝代纪年，民国用民国纪年，都夹

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引用纪年较多且年代相近的不夹注)。清及清

以前纪年用汉字书写，清以后用阿拉伯数码书写。

十、资料来源。主要为康熙、乾隆、民国三部旧志，有关图书馆

的文献资料、档案部门和各单位保存的档案资料，党史征集资料，以

及向当事人、知情者采访的大量口碑资料。对各种资料均加以考证鉴

别、去伪存真。经考证仍无法决正误而又有存史价值的，则兼收并

录，附以必要说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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