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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灵丘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地方。在有资料记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

过程中，曾先后有战国赵武灵王、魏文成帝、孝文帝、辽萧太后等英雄人物在

此活动过。。在现代史上，发生在这里的平型关战役，名震中外，是中华民族抗

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然而，在

这块不平凡的土地上，历代县志很不完备。最早的县志始于明永乐年间，版本

早已失传。清代有三种版本县志，其中顺治十七年(1660)知县宋起凤编纂的

《灵丘县志》刻本已失传，现存的只有在宋起凤编纂的手抄本基础上，于康熙

二十三年(1684)由知县岳宏誉重修的《灵丘县志》和光绪七年(1881)由侯

选州同陆泰元纂修的《灵丘县补志》，这也是灵丘有史以来仅存的两部县志。

可以说，灵丘的修志工作与历史发展是极不相称的。究其原因，一是灵丘自

古即山险关要，属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战火不断，政事不安，加之多有地

震、洪旱之灾，无暇修志。二是在传统的农耕经济中，由于地处边僻，山多地

少，灾害频繁，经济文化始终十分落后。所以在清代承平十数年之后的顺治年

间，宋起凤已纂就县志初稿却因财力匮乏，不得不搁置下来，直至上级官员

“下檄输金，属凤董其役”，才使其刻印成书。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灵丘县委和县政府的

领导下，古老的灵丘焕发了勃勃生机，丰富的资源逐步被认识和开发；雄山秀

水及大量的历史人文景观成了旅游业发展的坚实基础；三关之门户、八达之要

冲的交通优势也开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尽管与兄弟县区相比，目

前灵丘由于底子薄、基础差经济还不十分富裕，但灵丘前景是美好的，其资源

优势、区域优势和人文优势必将变成巨大的经济优势，在新世纪中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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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编纂出版新的灵丘县志成为当代灵丘人民义不容辞的职

责。为此，灵丘县从20世纪80年代初着手编纂新的《灵丘县志》，数届县委、

县政府和几代编纂工作者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新编《灵丘县志》记载了灵

丘县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在不同时期的史实，是关于本县的历史

跨度最大、内容最完整的一部县志。我们真诚地希望，该志能发挥承前启后、

知古鉴今、指引后人的作用，也希望全县人民能够认真地总结历史，正视现

实，树立信心，拼搏奋斗，用智慧和汗水续写灵丘历史新的篇章o：’

中共灵丘县委书记 姚生平

灵丘县人民政府县长 曹世平

二oo一年四月



灵，j丘 赞

。·(代序)

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这是我对灵丘最好的赞美。

历史上，灵丘有过四个辉煌的时期。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曾在这里征战御

敌，留下一代雄风，灵丘也因其葬此而得名；北魏时期，文成皇帝南巡途中，曾在

笔架山前与武将文臣比试弓力，炫耀文功武略，立下了“皇帝南巡之颂”碑，后孝

文帝又在风景独秀的觉山建造了普照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出师抗日前线平

型关首战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

抗战士气，灵丘一举而闻名天下，成为晋察冀边区最坚强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许

多领导同志都曾在这里战斗工作过，灵丘人民对革命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这里的人民发扬光荣的革命传

统，在加速山区开发、改变贫困面貌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所有这些，都是先

辈和当代、后辈灵丘人民的骄傲。 ：‘-

“

一-

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火红年代，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发展大潮中，灵

丘特别可贵的三大优势，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和作用。一是交通优势：一条

铁路、三条干线公路和一个机场，为灵丘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内外通道；二是矿产

资源优势：金属、非金属矿藏40多种，加上唐河的水资源，使这里完全具备了发

展大工业、重工业的先天条件；三是发展林业优势：全县宜林地面积200多万亩，

发展用材林、经济林大有可为。如果再能把人的优势发挥起来，灵丘一定会以崭

新的面貌和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三晋大地o

近年来，灵丘的发展是快速的，变化是巨大的，这都是灵丘人民艰苦奋斗、开

拓进取的结果，愿灵丘人民为了经济上台阶、生活达小康再做努力o

灵丘最高的山是巍山，最长的河是唐河，山高水长是灵丘的象征。我曾赋词

两首，来表达对灵丘的歌颂o．

，念奴娇·巍山一
太白横空， 风风雨雨，

莽天地， J^ 亿万载，

自作三千挺拔。 而今方显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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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水扬波，：

群峰争秀，

民掀振兴热。

有谁弗日，

“此处地灵人杰”o

‘原本浑厚奇绝，

胸怀深邃。

‘立志更高阔。

千年珍藏，

未曾露，

何止金、银、铜、铁⋯⋯

林果披表，

牛羊潜底，

地献致富花。

事遂人愿，

雄峰壮我开拓。

满江红·唐河

浩浩长流， 天时转，

泽被两岸万千度。 机遇酬，

偶然问， 抬望眼，

涟漪几个， 前程路。

泥沙俱走。 应精诚团结，’

南北峻峰养正气， 矢志宏图。

东西沃壤解民愁o ‘物华天宝好为作，

看山川，1 地灵人杰争上游。

春华秋实也， 唱凯歌流韵壮东风，

唐水秀。 福长久。

我在灵丘工作九年了，对灵丘的山山水水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对灵丘的建设

事业寄托着殷切的期望。灵丘的人民是伟大的，灵丘的事业是美好的。前进吧，

灵丘!

今值灵丘新县志诞生之际，我谨草此文，权以代序。

中共灵丘县委书记马儒龄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由概述、专志、人物、大事记、附录等几部分组成o-

二、本志结构设编、章、节三个层次，节下设目。共设30编、144章、381节：

三、本志体裁采用志、传、记、录、照片、图表等，以志为主体。

四、本志记事以通贯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为原则，时限上溯有史可考，

下至1990年末。限外的重要事件，写人辑要之中o

五、本志资料采集于历史文献、档案和口碑记录，均经过核实。本志所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项事业统计数字，均以灵丘县统计局历年统计资料

为依据。

六、本志人物传涉及到各行各业，坚持生不立传和以本籍人物为主、以现代

人物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以人民大众为主的原则。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和贡献

的客籍人物也予立传。对健在的在各项事业中做出贡献的人物，用以事系人方

式记述。．

七、本志纪年1912年(民国元年)以前一律用历史纪年，用括号加注公元纪

年，1912年至1949年一律用公元纪年，用括号加注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唯有志书中《灾异》一节用公元纪年，用括号加注历

史纪年和民国纪年o

八、本志部分度量衡和货币单位保持原始资料，未作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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