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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一)

撰史修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历代视为要政。在封建社会里，地方行

政官吏也以修志和征赋办案为要务。新中国成立，以方志功用在于储备科研资

料，且与治国、兴教化攸关，亦备加重视，拨乱反正后，1978年7月胡耀邦同志

即大力支持全国开展修志工作。198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号召编史修

志，5月山西率先成立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次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

于太原，1982年4月，河北设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次年4月中央复设中国地

方志指导小组，因此全国开展了修志工作。

河北第一部新县志是《井陉县志》，创修于1981年，指导小组列入。六五”

规划，1986年3月出版。邢台县亦响应上级号召，自1987年设立机构，延聘人

员，开始修志，在党政各级领导下，同仁黾勉从事，拟定体例，搜集资料，整理删

定，至1992年5月而完成了送审稿。按邢台自秦置信都县，汉称襄国，隋名龙

冈，至宋宣和二年始名邢台，以至于今。旧志创修于明万历十七年，最后修于民

国三十二年，去今已50年，将近2世，人事沧桑，文献雕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社会发展迅速，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若不及时修志，则前人业绩有泯没

之虞。市县党政领导倡议重修，实乃盛事。

《邢台县志》参酌中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而作，体例完善，史料翔

实，文字质而不俚，浅明简要，详近略远，具有时代精神。邢台人民勤劳质朴，刚

毅果敢，观其历代人物有科学家，有政治家，有军事家，近世更涌现了许多革命

烈士、抗敌英烈、劳动英雄。新志详尽叙述，展示了地方特色。邢台在八年抗日

战争时期是我八路军太行区抗日根据地，新志军事篇记敌伪驻军及抗日事迹，

附录中所载抗日县政府1942年印发的《邢台抗日五年大事记》以及抗日战争

时期的驻县单位，都是重要抗日史料，足资国史及军事史的参考，将载青史，永

垂不朽。方志“存史”的意义即在于此。所以这部新志不愧为具有史学、史才、史

识“三长’’的杰作。

邢台县与我的故乡新河县同隶邢台地区，乡贤有伟大科学家刘秉忠，有古

代八大科学家之j的郭守敬，有近代水利家王同春，又有明代抗倭的乐安令王

本固，更有培育众多抗日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先烈和党人的十二中学。他们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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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业绩，皆为桑梓增光。今值新志修成付梓，故乐为之序。

1992年春，傅振伦序于北京，时年八十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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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邢台县志》编辑成书，填补近现代县史空白，实乃我县精神文明建设

一大壮举。

邢台县自秦建县，至今已两千二百余载。明代万历年创修了第一部县志，

后经多次续修，先后计有6个版本。各部县志均以自己的风格，对本县历史作

了详细记述，留下很多珍贵资料。然而，因为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出现歌

颂封建纲常，记述失当的痕迹。但毕竟各有千秋，仍为传世宏篇。清光绪乙巳年

之后县志失修的近百年间，邢台县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迁。尤其全县人民在共

产党领导下，坚持了八年抗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取得辉煌成就，将这些闪

光的史实如实记载下来，彪炳史册，启示后人，使其起到“资治、教化、存史’’之

作用，是我们史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编《邢台县志》，不是旧志的续编，也不是旧志的补修，而是按照全国地

方志指导小组的要求，以新的观念、新的方法和新的资料编纂的新型县志。新

县志与旧县志比较，具有几个显著的特色。一是新县志把社会经济放在了首

位，以大量的篇章记述了工、农、商各业经济建设的发展状况，从而反映社会发

展的一般规律。改变了旧志中重意识，轻经济的“人文历史"偏向；二是新县志

突出记述了人民群众改造社会、征服自然的斗争事绩，为人民群众树碑立传，

体现了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点；三是新县志本着略古详今的

原则，在去伪存真保留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近现代，尤其对邢台人

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卓越贡

献，做了浓笔重彩，详细记述，用充分资料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邢台人民的

翻身解放，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邢

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四是新县志敢于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历史。

特别是在记述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对工作中的失误和挫折

没有曲笔回护，而是直言不讳如实记述，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

科学依据。

《邢台县志》编写过程中，承蒙省、市方志界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多方帮助；

曾在本县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前辈多次热情地为编写县志出谋划策，提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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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本志编纂人员，更是通力合作，数年如一日，不畏辛劳，勤奋耕耘。志书的编

辑成书，凝聚着各位领导、各位老同志及本志编辑人员、方志办全体同志的心

血，其中也包括着档案、统计、文化、财政、党史等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可谓众志

成书，集思成书。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愿《邢台县志》出版给全县人民带来教益，愿全县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为

振兴邢台县的政治、经济谱写出更新更美的诗篇。

县长刘汝福



凡 例

凡 例

一、宗旨。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各方面的

历史和现状。内容，既全面记述，贯通古今，又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以近现代为重点。特别

详细记叙了抗日战争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各方面成就。

二、断限。上限不作统一规定，根据各项事物记述需要，尽量追溯到有据可查时。下限

一般断于1988年，个别处断于搁笔时。关于邢台城关，只记到1945年9月25日邢台市

建立时为止。其后，邢台镇(市)两次、沙河县一次并入本县。均未记述合并时期原邢台镇

(市)及沙河县境域内发生的事物。
’

三、体裁。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文为主，辅之以图表照片，力

求图文并茂。

四、结构。本志篇首设概述、大事记，不列编，亦不设章节。之后为地理、人口、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风俗民情、人物8编，共65章。最后设附录。

五、文体。主要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论，寓观点于材料之中，但概述采用论

述体，有述有议，述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兼以记事本末体。

六、纪年。中华民国之前，用帝王纪年，括注公元纪年(略公元，年字样)，中华民国时

期，用公元纪年，括注民国纪年(略中华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称谓。人名直书其名，必要时则在名前冠以职务；政区、机关、组织等，均用当时名

称，必要时括注简称及今名。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括注今名)外，均用现行标准地

名。

八、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入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收有较大贡献和有特殊事

迹的客籍人物；也收入个别被历史唾弃的反面人物。无论本籍或客籍人物，均以卒年为序。

对其他在各项事业中成绩卓著、有所建树的生人，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散记在有关章

节中。收入本志的地师以上党政军干部、省以上劳动模范，以已征集到的名单为限。革命

烈士以县民政局提供的资料为准。

九、数字。各项数据多采用县统计局提供资料，统计局没有的采用有关部门的数据；均

不包括驻县的省、地、市单位和划给邢台市的乡、村。数字用法，凡表示数量和公元纪年的

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专门名称和历史纪年等则用汉字。

十、资料。主要来自中央、省、地、市、县档案馆、统计局、历代史籍、旧志，有关报刊专

著、各部门提供的资料，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经考证核实后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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