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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州市志 凡例

凡例

《冀州市志》，是冀州市新编第一部社会

主义通志。为科学、规范地反映冀州市自然

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使之成为既服务当代、

又有益后世的地方历史文献，特制定本凡例。

一、通例

第一条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发

展观，并借鉴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努力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第二条本志遵循存真求实、秉笔直书和

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修志原则，在全面系

统反映冀州市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发展轨迹的同时，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为记述最点，适当加大人文资料分量，以充

分展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

文明和社会文明成果与现状。旨在发挥其资

治、存史、教化功能，为发展冀州、建设和

谐冀卅Ink务。

第三条本志以冀州市2006年行政区划

为记述范围，历史上曾经隶属冀州而后又划

出之区域，一般不再系统记述。

第四条本志为全面记载各入志事项发

展脉络，上限不做统一规定，根据占有资料

尽量溯其发端：下限一般断至2006年，个别

重大事项延至搁笔。

第五条本志卷首部分设编纂机构及人

员名单、图片、序言、凡例、目录、概述、

天事记：卷中主体部分按横排门类、类为一

志之体例，以中编体式依次设政区建置、自

然环境、居民、城乡建设、经济综述、农业、

工业·建筑业、商贸·服务业、金融、经济

综合管理、政党、议会·人民代表大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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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人民政协·群众团体、综合政务、公安·司

法、军事、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卫生、

体育和人物等23编；卷末为附录、索引、编

后记等。

第六条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含

照片)、表、录7种体裁形式，以志体为主。

图照，除部分集中于志首外，其余随文插入

相关章节。

第七条本志除引用文字和附录文献资

料外，均采用规范的现代书面语体文。

使用词语以《现代汉语词典》、《辞海》

为标准。行文力求简洁、准确、朴实、流畅。

使用文字以《简化字总表》为标准。人名、

地名、书文名及古籍文旬，一般使用简化字

或通用字，对于其中个别可能产生歧义或引

起误解者，则保持繁体字或异体字。志中行

文使用标点符号，以《标点符号用法》(修订)

为标准。

第八条本志以第三人称记述。

人名，直书其姓名，必要时冠以职务。

地名，以现行标准地名为准，如使用历史地

名，于每自然段首次出现时括注标准地名。

政党、团体、企业、组织、机构、会议、文

件等名称，于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对过繁者

同时括注通用的简称，之后视需要使用简称。

涉及外国人名、地名、机构乃至术语译名，

均以现行工具书或专业工具书通用译名为

准，必要时括注外文名称。

本志“附录”所涉人地称谓，一律按原

件实录。

第九条本志所涉1949年9月30日及以

前之纪年，一概使用中国历史传统纪年，同

时括注公元纪年：如同一历史传统年号在同

一自然段连续出现时，仅于首次括注公元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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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困成立以

后之纪年，均使用公元纪年。

志中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建国

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志内行文以“年代”表述时间者，仅

于每自然段首用时标明世纪。

第十条本志所用数据，首先选用政府统

计部门的统计数据，无政府统计数据时则选

用部门提供数据。所记国内生产总值、工业

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均按当年价格计算，发

展速度及增长速度则按可比价格计算。

数字书写，以《中华人民共和图国家标

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GB／

T15835—1995))为准。

第十一条本志所涉货币及计量单位，中

华民国时期及以前均遵从当时通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之旧人民币一律换算为新人

民币。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为准。

第十二条本志采用资料，大多源于初稿

各承编部门或各级档案馆、图书馆以及有关

史志书刊，辅之以经过考订的口碑资料。所

采用各种资料除直接录自史籍文献部分外，

一般不注明出处。对于史籍记载不一而又一

时难以考证确定之个别事项．以诸说并存方

法入志。

二、分例

第十三条本志概述意在对各分志内容

钩玄提要，以使所记各业沟通内在联系，彰

明冈果原由。概述行文以述为主，叙议结合，

必要处辅之以抒情描述．

第十四条本志大事记行文以编年体为

主并辅之以浓缩式记事本末体，简明扼要，

依时纵贯。

第十五条本志各分志门类设置，坚持科

学分类与社会分工相统一原则，按照横能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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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纵能领属之体例，于各编以下分设章、

节、日菪十层次。各层次排列纵横结合，以

横为主。

第十六条本志对有显著地方特点和时

代特色事物，酌情升格设置。

第十七条木志各分志十编、章之首一般

均设无题小序，部分节首根据需要设小序尹

旨在彰明事物特点和发展轨迹，以提领仝义。

无题小序行文采用虚实结合和夹叙夹}义的写

作方法。

第十八条本志各分志在横排基础上采

用依时叙事方法，上记发端，中述沿革，下

载现状，尽力记清各项事物发展的主脉络。

记事行文坚持直书其事、述而不作的基本体

例。

第十九条木志为深化各历史阶段特色

事物和典型事物的记述，十相关章节之后设

置若干专记、附记或附录必要的署名义章。

专记、附记等专题性条目采川记事木末体，

力求以精炼之笔将所记事情记述完整。署名

文章中的见解仅为原作者个人认识，并不代

表本志编辑部观点。

第二十条本志人物编，分设人物传记、

人物传略和人物名录三章。入传人物坚持“生

不立传”之常例，仅为对社会发展有苇大建

树的冀州市籍名人和在冀州市有突出贡献的

客籍人十立传。生前贡献突出或影响较大者

入传记，贡献与影响次之或资料欠丰者入传

略。传记、传略均以人物生年排序。

在世人物均不立传。其业绩乒著芳’，心

以事系人方法散记于有关章节或列入相J天名

录。

第二十一条本志附录分设最要义献辑

存、古诗词选录、冀州典实轶义选录、碑记

选习乏和志书选录五部分，分别收载～些于正

文有补充佐证功能或育苇要存史价伉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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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

三、特例

第二十二条本志所言冀州“解放前

(后)”，系指“中华民国34年(1945年)8月

17日冀县城解放前(后)”：冀州“建市前

(后)”，系指“1993年9月22口国务院批准

撤销冀县，设立冀州市前(后)”。

第二十三条本志对所记全部空间范围

称谓有如下变化：中华民国2年(1913年)冀

州撤州改称冀县以前和1958年11月5日至

1962年1月l口冀县并入衡水县期间，一般

写作“域内”；中华民国2年冀州撤州改称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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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以后至1993年9月22口撤县设立冀州市

以前冀县存续期间，一般写作“县内”、“仝

县”：1993年9月22口冀县撤县设市以后，

一般写作“市内”、“仝市”。

第二十四条本志乡镇级政区以及各乡

镇所辖村庄均按当地习惯排序。

第二十五条本志所青《嘉靖志》，指明

嘉靖廿七年《冀州志》。《康熙志》、《乾隆志》

分另0指清康熙十四年《冀州志》、乾隆十二年

《冀州志》。《民困志》，指民困18年《冀县

志》。《冀县志》，指1993年出版的《冀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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