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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新编《武城县志》就要出版了，这是武城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是
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武城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地灵人杰、英才迭出。自春秋建置

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勤劳朴实、勇敢智慧的武城人民在这片土

地上辛勤耕耘、奋斗不息，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隋末农民起义
领j袖窦建德，为推翻隋王朝的黑暗统治，削木为兵，揭竿而起，为后人所称颂。
辛亥革命烈士、滦州起义大都督王金铭为国捐躯，名垂青史。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王新、刘子蔚、戚夯、戚烽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l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立下了

不朽的功绩。新中国成立后，武城人民胸怀壮志，意气风发，展社会主义宏图，

创四化建设大业，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励

精图治，艰苦创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

生产力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提高，全县人民正充满信心地
向着小康的宏伟目标迈进。

武城历史上曾多次修志，自明嘉靖第一部《武城县志》问世，到民国元年

《增订武城县志续编》出版，先后修志六次。志书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对研究本

县历史，发挥地方优势，具有很大价值。物换星移，沧海桑田。武城县社会稳

定，经济繁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盛世修志，著立新章，顺应了

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全县人民所关注和渴望。因此，自1982年，开始了编修新

县志。本志编纂以来，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重视、支持。全体编

纂人员勇负重担，精心编纂，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按

照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终于编纂完成一部观点正

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它既是武城的创业史、发展史，又

是武城人民的精神文明史。体现了‘时代风采，突出了地方特色，是一部资治之

书．，教化之篇、存史之册。新志书的出版，必将激励人们温故知新，为振兴武
城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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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新编《武城县志》出版之际，我代表中共武城县委、武城县人民政府，向

为志书编纂和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郭作富
199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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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的写作，创始于私家著述。两宋以后，官修方志相继兴起，纂修体

例渐具规范。历元至明，续有发展。比至清朝中叶，更是盛极一时。于是地方

志书的纂修，在我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终于形成一大特色，为任何其他国家所未

有。

回忆早年负笈北京，时在国家多难之秋，我之得以涉足于地方志书这一传

统文化领域，是从一项课题研究开始的。当时我受教于燕京大学洪业教授，师

得悉我原籍山东，又热中于探讨明末清初朴学大师顾炎武生平学行，因即嘱我

以“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为题，进行研究。受命之余，衷心跃然

不能自已。我深知顾氏《天下郡国利病书》之作，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尝在

自序中明白写道：“崇祯已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成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

术。"并公然倡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素焉。一又大声疾呼说：“今日者、

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责也。’’于是他开始搜集资料，着手于

《郡国利病书》之编纂。其主要资料来源于志书中专论地方利弊得失的记述，其

范围涉及河流水道、农田灌溉、工矿资源、交通运输以至户口、田赋、兵防、徭

役等等。正是根据这一取材的标准，我乃得遍览当时所见明清两代以至民国初

年山东志书，共计181种。现在重加检阅，其中属今武城县境范围者，仅得如

下三种：一、清道光二十一年厉秀芳纂修《武城县志续编》，二、明万历二十七

年孙居相纂修《恩县志》及《续志》，三、清宣统元年刘儒臣汪鸿孙纂修《恩县

志》。其中仅道光初年武城县令徐宗干议修本境水利事，可供采辑，其余竟无所

得。我虽隶籍武城，而生在异地他乡，于祖籍风土史迹，更无所知。因此在续

修山东郡国利病书中，亦苦于无所增益。最近获悉新修《武城县志》，即将付梓，

自是殷切期待，必以先睹为快。初不料在此以前，已有《武城县志简编》问世，

披览之余，喜其“前言"所论，颇具卓见，以为“编修方志，发挥其资政、教

育的历史作用，对四化建设，振兴经济，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同时又进一步指出：“今日修志，不但要继承和发扬前代修志的优良传统，而且

要推陈出新，体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特色，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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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新的志书，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遵循这一原则，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必将有所创获。实际上也正是从这部《县志简编》里，我

才获悉1952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严守军纪壮烈牺牲的特等功臣和一级战斗英

雄邱少云烈士，所在连队前身是我武城县抗日游击大队。也同样是从这部《县

志简编》里，我又第一次了解到近年来武城县玻璃钢冷却塔的生产，开始填补

了华北地区的空白。正是由于这一信息，我才注意到1991年1月19日《人民

日报》第一版如下的报导：“武城被命名为全国第一个玻璃钢县。"这是由中国

玻璃钢工业协会所正式命名，也是令人更加鼓舞的好信息。

以上事例，不能不引起我对于祖籍故土的无限向往。我县志办公室诸同志

频频嘱我为新修县志作序，我不能辞。谨以有关往事与近期感受，缕述如上。不

当之处，尚乞诸乡贤有以教我。 一

侯仁之
1992年6月15日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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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客观系统地记载全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85年，个别内容根据需要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以现行行政区域为主，对划归河北省故城县区域的历史和重大事件亦略

加记述。 ，

四、全书分为概述、大事记、行政区域、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经济、政治、军

事、文化、居民、人物和附录，共12编，57章，232节。

五、采用记、志、传、图、表、录6种体裁，以志为主。主要用文字记述，辅以图、

表和照片。本志采用语体文，大事记主要采用编年体记述，个别采用记事本末体。

六、从现代化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出发，横列门类，采用编、章、节、目(个别

章节增设子目)结构，纵述史实。

七、人物编不分章节，采取暗分类方式分为传记一、传记二、传记三、传记四。

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也有少数反面人物；

以本县籍人物为主，兼收客籍人物。烈士英名录均为武城籍革命烈士。

八、地名、机构、职官等，均采用当时称谓。

九、数据采用县统计局统计数字，统计局尚缺的，采用有关单位提供数字或

查访数字。 ，

十、公元纪年的年、月、日，民国纪年，序数、记数均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帝王

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

十一、资料来源，一是旧志、档案、图书、报刊；二是各乡镇、县直各部门编写

的史料；三是征集的口碑资料和回忆材料。对上述资料均进行了去伪存真，筛选

辑录。

f
，

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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