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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地灵，这里有唐代大诗人王之涣任县尉时，“击剑悲歌"的诗作，有名将孟良为

抗辽兵而藏母的“孟母高台’’，有明代中叶领导农民大起义的刘六、刘七，有清

代闻名海内外的一代武术宗师董海川，有清末领导“四十八村”抗击“八国联军”

的李庆祥，有抗日战争中领导文安县大队取得“半月三捷"的储国恩，有获第37

届布鲁赛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金奖的苏志英⋯⋯，这些英雄豪杰和能者巨

匠与文安人民一起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 ．’+

文安自古便有“收了文安洼，粮食盛不下”的谚语，文安人民在长期的生产

劳动过程中，顺应地形低洼、洼淀积水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种养经验，：发挥

洼地的优势，使文安洼四季有收成。同时，也有“涝了文安洼，十年不还家矽的

谚语，连年水患磨炼和造就了文安人的勇于创新，．。敢担风险，不怕困难的拼搏

精神，人们大胆办厂、外出经商。古时所谓“厂，，多是手工作坊，涉及磨粉、榨

油l铁匠、木匠、造纸、酿酒等业，摊数虽然不少，但规模小，产值、一利润也

很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县经济领域很快出现了万马奔腾

的局面。1985年全县社会总产值达6．27亿元，形成了囊括机械制造、五金加

工、建筑建材、化工’：电缆、塑料、纺织、服装、食品、等20多个门类的工业

体系，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

∞

≯蔓“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党的十四大报告规划了把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战略部署，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新体制，我们正在从事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虽然前进道路上困难依然很

多，但“胸中有志方得展，精卫无穷填海心"，只要我们以史为鉴，以志力鉴{；；

认准县情，万众一心，励精图治，就一定能把文安建设好。 ． 。。‘j’，l

：_．一一 ’，， ；一． j
t。

_ ．中共文安县委书记 王瑞峰‘|．j

裂!、 文安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荣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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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县志》的编纂工作，是在中共文安县委、文安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

下，在省、市编纂委员会的帮助指导下，经过全体修志人员的努力完成的。搜

集整理了116万余字的资料，历时八年，五易其稿，于1992年lO月脱稿。这

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

从1922年民国时期修志，至今已整整70年了。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修志，“远非昔日可比o 1984年底，建立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并组成了办公

室，组织了县直属53个单位258人参加的修志队伍，并进行培训。此后，经过

制定纲目、征集、调查资料，分专志编写，然后总纂成书。

在编写过程中；由中共文安县委、县人民政府聘请全国著名修志学家傅振

伦担任本次修志顾问，并得到其全面、具体的指导。在编写地理篇章中，中科

院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宝田提供了宝贵意见；河北省地质矿产局工程师张尔

匡为本章亲自撰写了地质地貌专文，在审稿过程中，省、市地市志办公室从多

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编纂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编修地方志，对加强国情教育，特别是对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o
’

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

会，从政治到经济，包罗万象的百科垒书。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矽地方志可以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对探讨社会发

．展、确定施政方针，可提供决策依据；

各项事业，也将起到借鉴作用。

对推进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振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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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新县志，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历时八年的工作中，文安县

各界人士，县直属各单位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对提供资

料，协助编写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县地方志编写人员，八年如一日，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为修志事业倾注了心血。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办公

室有五位年过花甲的老同志，日以继夜，披肝沥胆，兢兢业业，专心致志，化

大力气修高质量书，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j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o
’

在《文安县志》即将付梓之际，谨对为此次修志做出贡献的同志们、朋友

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

，

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我们编修人员水平所限，加之资料不足，不可避免地

存有缺点和疏漏，敬请有关领导和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文安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韩文质

1994年10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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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后，政通人和，时逢盛世，1980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16号文件号召：“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1981年7月，中国地方志协会成

立o 1983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自是以后，全国各地开始修志编

史，蔚为风气。。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1982年4月成立，，开展工作。井

陉、文安、三河、丰南、邯郸、霸县等县起步较早。文安县在1982年3月设立

党史资料征集组，次年全县进行了种植、农经、林业、土肥水利、畜牧水产、

气象、农机、能源等资料普查，在此基本条件下，于1984年7月，成立文安县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新志，经过工作同仁八年的辛勤劳动，易稿多次，终

于写出送审稿，首列概述，以引其端，提纲挈领，综述各编；次大事记，纵贯
“

今古，扼要记述了大事要事；又次正编七，而殿以附录，其体例本中央指导小

组《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的精神而编写，斐然可观。

地理编备述全县地理环境、自然生态和自源，经济编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

谈到农田、水利、林牧、工交、财贸、金融、货殖，它和政治编并就中国新旧

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对比，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文安县“春旱秋涝矽，“十年

九涝，，，夏季，文安洼沦为泽国，历受沥涝之害。新志对于兴修水利的记述特别

．详悉。它为当代四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信息和数据。军事编历述重大兵役。人

物编的革命烈士传及英名录以及附录的革命战争文献，愈近而愈详，深得详近

略远的史法。文教卫生、社会两编及民间文学各具有地方特色。文安县人民尚

义爱国，有革命传统。在宋代有协同高阳关副都部署杨延朗抗辽牺牲的无名英

雄；在明代有震憾京师的刘六、刘七和杨寡妇(杨虎之妻)等农民起义部众，

在清代有发扬内家拳术而创游身八卦掌的董海Jil,且传说他也曾参加过东捻军

的活动。在现代有抵抗日本侵略军为国捐躯的英勇烈士，他们动天地，泣鬼神

的事迹，都占了很大篇幅，这对启迪人民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传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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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重大作用，由此而论，这部《文安县志》不愧为有益教化和经世致用的佳

作，文体并茂，犹其余事。文安县同河北省其它县一样，水源丰富：泊淀塘泺

棋布，河川交错，地下水库的故河道为数不少，治水实要政之一。主持水利

者，倘能参酌“正史”河渠沟洫诸志的良法美意，统筹宏观治理良策，除植树造

林之外，宜上下游、本末兼顾．、水陆及邻封兼顾、四季兼顾、疏、浚，导、

蓄、排兼施，．以达到春旱时有水可资灌溉，沥涝时既有堤防可依，且能分洪泄

积。要善为利用地理环境，保护自然生态和资源，修复和发展淀泊原有蒲箔、

水产：鱼藕之利，兼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甚望水利专家深谋远虑而策划

之。

傅振伦

1994年Io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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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编《文安县志》(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全面、系统，真实

地反映文安县建置以来的自然、社会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采取了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文安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二、本志纲目设置为：编、章、节、目，共设7大编，64章。按先自然，

后社会；先经济，后政治文化等依次排列，后设附录，编后记。为了保持各项
、

，_‘

事业的相关性和整体性，在若干的章节中；保留了同一事物交叉互见文字，但
’

各有侧重。 ．

三、本志采用述、记、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r
●

分别记述各项事业沿革和发展过程o

四、本志各编、章，上自建置开始，下限至公元1985年。但有些重要内容

则延至到截稿为止，使之上下连续，前后呼应，以利于增强志书时代气息。

五、在大事记中用公元纪年，加注朝代年号。其余章节，民国25年以前用．

朝代和国号纪年，’加注公元年号o 1937年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六、各项数据一般依据本县统计局数字或各单位提供的数字。
’

七、本志除引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o ．

八，本志人物采用传、表、录等形式记述。以本县籍人物为主，兼顾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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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皆生不立传，在世人物有突出事迹者，在有关章节中采用“以事系人，，或

“以人系事”的方法适当记载于有关编章中。立传人物以对社会有较大贡献者为

主，同时亦收录个别反面人物。

九、本志所有资料，取自本省本县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编写的资料。部分资

料，取自外省外地的馆藏旧志、报刊；有的取自经严格考证后的口碑资料。但

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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