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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一，J

我莅任县土才半年之久，欣闻新编《香河县

志》总纂成书，付梓问世，成为香河县文化建设

上的重大成果，值得庆贺，幸为作序。

新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用真实的资料，采取新体制，全面系统的

记述县内的政治和经济、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

状。不仅是研究县情，直接为我县改革开放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基础资

料，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热爱家乡教育的好教材。

香河，从建县至今千余载，在这块土地上，勤劳朴实的香河人民，繁衍生息，在同

各种自然灾害的抗争中，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优秀儿

女，这块土地也孕育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新中国成立后，香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改变着家

乡面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

荣景象。述往昭来，兼明现状，编修一部贯通古今，反映香河全貌的社会主义新县志是

时代的要求。

编修县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纵述历史，横陈现状，囊括百事，实非易事。在

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编纂人员呕心沥血，辛勤笔耕，无怨无悔，冬枯春荣，历十

余载．始得修成近百万言的《香河县志》。编纂中，得到各方人士专家的指导和帮助，

值此。谨记数语，聊表谢忱!

中共香河县委书记 石锡贵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序二

新编《香河县志》历经十余载的风雨艰辛，

恰逢千禧之年问世，实属香河社会文化史上的一

件盛事。其作为建国后第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香河地方志，以浓

墨重彩之笔勾画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风采，

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香河历史凝重悠久．源远流长；这里的先民

早在六千年前就开始繁衍生息；契丹会同元年置县，斗转星移，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解放战争时期，“安平事件”再次使香河成为历史关注的焦点。香河文化积淀深厚，

人文荟萃。曾诞生京剧名家郝寿臣、武术大师张策、金针大王王乐亭、学界泰斗张中行

等誉满华夏的名师大家。香河风土瑰玮奇丽，耐人寻味。燕王朱橡统兵扫北，在此永留

未能建都称帝的憾事；安头屯中幡独树一帜，技惊乾隆帝；“香河老人”奥秘难测，再

添香河独有神韵。新中国成立五十年问，香河儿女鼎新革故．继往开来，再逞万里凌云

志。当今，香河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农业基础日益稳固，现代工业蓬勃兴起，各项改革

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硕果累累，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一派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人民

安居乐业的昌盛景象，香河座拥“安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安农业高新技术园区”两

个省级开发区及一个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更有“天下第一城”向世界敞开

了博大胸襟，彰显非凡气魄。

“盛世修志，志以载道”。香河之志，自明万历年间始，虽经清康熙、民国两次修

志，但其中或有遗漏、或良莠间杂。新修《香河县志》运用唯物史观，审慎务实，扬前

入修志之精华，弃旧志之弊端。香河地理之沿革、土风之消长、人物之臧否．浸透其

间；一境之内．河川沃土、士习民俗、春华秋实，汇而通之，堪称一方百科、各业全

史；又隐古今之变、寓兴衰之道，考时代之流弊、明政治之得失。参之阅之，可以持纲

纪．励风俗．不失为一部爱国主义、社台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修史之难，无出于志”。广大编修人员澹泊名利，昕夕从公，共襄伟业，奔波于过

往烟云、世间万象，竭数载之心血，笔耕不辍，又藉社会各界多方之力，终毕其功，其

勋绩当彪炳千秋。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师。灯下伏案，留连其间，有感于华夏中兴，

联翩浮想，颇有不能已于言者。愿《香河县志》恰似史志百花园中一朵靓丽奇葩，熠熠

生辉，光耀后人。

香河县人民政府县长尹志峰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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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县内自然和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

二、志书上限追溯到事物发端，下迄1990年。记事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

为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2年的史实，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突出时代特色。对近年出现的新事物，破限写清，

列于志尾。

三、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录为补充分。横

分门类，纵写史实。《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全志除序、概述、大事记、

志补、编后记外，共设27编，编下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

四、人物传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传主为本籍或客籍有重大贡献和影响者，亦有

个别反面人物，昭示其劣迹，以警后人。人物传排列以卒年为序。对有一定影响、贡献和

功绩的生人，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写入有关编章。

五、对1949年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分散记述于大事记

和有关编章中。

六、志书除引文外，全部采用语体文。所用文字为国家规范简化字。
’

七、民国以前用旧纪年，夹住公元纪年(时间相隔较近，只有首次夹注)。民国以后(含

民国)用公元纪年，夹注民国纪年。

八、地名书写，一般使用事物发生时所用的名称，注以今名。反复出现的名称，首次用

全称，以后用简称。 一

九、数字、百分比、公元纪年，均使用阿拉伯数字。词组、专用语用汉字书写。

十、计量单位除少数反映历史需要使用旧制外，其余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古籍文献、口碑和各部门专业志等。经济数字一律采用

县统计局年鉴数据，未收人统计年鉴的数字，则采用部门提供的数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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