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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汝阳县志》付梓，可喜可贺。

汝阳是我们工作过的地方，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记得我们到汝

阳上任时，修志工作刚刚开始，还没有一部象样的县情资料。为了

解县情，只好查阅旧县志，虽有所收益，但年代久远，难以满足需

。要。后来，《汝阳县概况》问世，稍稍弥补了这一缺憾。这部新县

志的出版，不仅是汝阳县有了一部全面、系统、翔实的县情资料，

也为古都洛阳灿烂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一朵艳丽的奇葩。

． 汝阳钟灵毓秀，物产丰富，历史悠久，距古都洛阳仅百里之

遥。在洛阳建都的各个朝代里，．汝阳均为。京畿之地”。由于受古都

文明的辐射，受河洛文化的熏陶，汝阳人民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

曾有过卓越的贡献，在祖国历史的发展中谱写过光辉的篇章。汝阳

的杜康村是中国秫酒的发源地，中国酒文化的摇篮。丰富多彩的杜

康酒文化，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杜康酒香飘四海，誉满全球，杜康仙庄成为

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这是汝阳人的骄傲，也为古都洛阳增辉添

彩。

县志是一个县的百科全书。新编《汝阳县志》不仅记载了汝阳

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记载了汝阳人民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

来，汝阳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记述了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经

，验教训，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多彩的历史画卷。

我们虽然离开了汝阳，但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汝阳的岁月，

不会忘记勤劳善良的汝阳人民对我们的关怀、鞭策和鼓励。我们热

爱汝阳，’更希望汝阳的各项事业兴旺发达。清代学者章学诚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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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刀。愿汝阳的领导干部能够

通过《汝阳县志》更好地认识汝阳，以史为鉴，廉洁自律，勤政爱

民，团结一心，以振兴汝阳为已任，把汝阳的事情办好，在汝阳的

历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页。愿全县人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阔视

野，锐意进取，积极寻求汝阳经济腾飞之路，为早日实现小康目标

而奋斗。 ．

洛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

一九九四年十月五日

张世军

赵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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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前进，历史在发展。今天的汝阳来自昨天的基础，明天

的汝阳一定会比今天更富裕、更繁荣、更文明、更开放。后人将对

我们今天的一切和这部重修的县志作出他们的评价。
。

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有情的，其无情和有情全然浓缩在

。真实一二字之中。让我们直面历史说一声：我们这里记述的一切都

是真实的! ．

冬紫燃警 葛洛
书记、《人民文学》副总编

。 ’

!：署妻专三兰兰竺 姬业成
司法制体改司司长 ．

⋯一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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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汝阳县志》出版问世，是汝阳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值此，我们首先感谢八十六岁高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为本书题名，并向参加编纂的同志

们以及为编纂出版工作做出贡献的各方面人士表示祝贺和敬意。

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无史不能明国事，无志无以察县情。

在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编纂一部内容丰

富、资料翔实的新县志，对于了解县情，发展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

汝阳地处中原，山青水秀，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

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生产劳动，繁衍生息。酒祖杜康就是在这里

发明了秫酒，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杜康村因

而成为驰名中外的酒文化摇篮。新中国成立以后，。汝阳人民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通过修志将这些巨大成就载入史册，是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

汝阳县自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 476年)设县以来，曾先后编

纂过六部志书。最早一部纂修于明万历年间，最晚一部纂修于清道

光十八年(1’838年)。这些旧志由于历史局限性，虽然保存了大量

珍贵资料，但也存在不少封建糟粕，特别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经

济问题很少涉及，没有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客观事实。道光以

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直至新中国成立，没有修过县志。1 959

年，虽编写出新县志草稿，但资料较少，内容欠翔实，体例亦不完

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汝阳县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导下，

各项事业飞速发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盛世修志，自

古皆然。为了接续汝阳县历史，鉴古知今，服务当代，有益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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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汝阳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 982年决定建立新县志编纂机构，

着手进行资料的搜集和编纂。．在河南省和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穗萋薹

蓁!妊霎篓。雾邕囊霎冀雾吾鐾冀擎戛季璧i釜鬈萋蔷，錾墓薹薹

拦粼～墨鬻堡鳖妻攀舔薹雾j

戥萎奏篓嘉骝冀蓁萋羹囊||||攀鼙||耋||瓶垂垂劢孺羹雾蓁薹霎羹两羹

蓁蕊萝疆；翼錾i鋈霞霾羹；霎囊能冀j耋薹萋；趁藿雾蓥攀瞻p萋

錾萋攀甭堇囊，汝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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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争得了

翻身解放。建国后，汝阳人民用砸碎镣铐的双手，艰苦奋斗 ，改造

山河，使汝阳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全县人民乘改革开放之东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同

心同德，拼搏进取，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开创

了汝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县志乃一县之百科全书，也是我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瑰宝。汝

阳(原名伊阳)有志始于明万历年间，断于清道光年间，．至今已中

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而这一百五十年间，正是汝阳人民为争得政

治上的 翻身解放和经济上的繁荣富裕顽强奋斗，自强不息的辉煌岁

月，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历史阶段。其间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

绩，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坎坷、挫折和惨痛的教训。历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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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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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夏历和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及

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1 0、数字书写方面，凡统计数字(含表格)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行文中的词语、成语、专用名词中的数字均使用汉字；五位以上的整数

和约数，用。万川亿’’代替相应。o”的符号。

1 1、汝阳县原名伊阳县，1 959年改名，凡记述历史上。伊阳”的，

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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