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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涿鹿县文体局局长．刘子贵

涿鹿县旅游局局长潘哲伟

， 《涿鹿县文体旅游志》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以翔实的

材料编写的文化体育和旅游专业志书。该志书采取横排

竖写，上起五帝时期，下限1996年底，记述五千年历史。

全书设4大编22章71节500多个目，共30万字。编写人

员经过一年多辛勤耕耘，四易其稿，终于付梓印刷，现已

面世，填补了本县无文化志的空白，也是涿鹿县文化体育

旅游战线一大喜事，可歌可贺l+
“

这次新编《涿鹿县文体旅游志》，是紧紧围绕为人民

’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

运用详今略古的写法，力争达到“资政、教化、存史一的作
+

用。
铺

， 。千古文明开涿鹿’’。涿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五千年
。

文明历史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的黄蚩之战，开拓了

，’人类新时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历史上无数才子英贤、

文臣武将曾挥墨成章颂扬涿鹿、向往涿鹿、热爱涿鹿。伟

大的爱国主义者、文学家文天祥在就义前曾写下_我瞻涿

鹿郡，古来战蚩尤，黄帝立此极，玉帛朝诸侯纾的不朽诗



篇。此诗表达了文天祥强烈要求祖国统一，民族富强的思

想。如今，涿鹿的大地上又出现一片生机，改革开放如同

春风吹遍涿鹿山河，温暖中华儿女的心房。我深信，全县

文化体育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和高举邓小平理论的

伟大旗帜，在中华民族发祥地——涿鹿，将日新月异，开

拓前进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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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县文体旅游志》编委组织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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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刘子贵潘哲伟， ．
．，， ．

副主编：王永智郑卫成毕鸿权张玉珠谢迎慧

赵育大张效涛何秀华 ． ． j 、．

编审：李怀全(县地方志办主任兼县志主编)

特约编写：李怀全张祺恩赵福林 11 ，、

参与编写或供稿： ⋯，．。 ，

．．，

一，．．． 贾连亮张荫耕赵福林．谷生旺赵育大
’。 赵爱萍曲晨崔跃文刘春海梁立智

， ．。．、王力英赵春风孙庆泉张效涛张存英

一， ．张忠明 ，。

， 一

校对：张祺恩赵福林文蔚秀张忠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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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上限因事而异根据搜集到的材料而定，下限
’‘

一般断于1996年，个别部分尊重事实延伸至1997年。
+

二、本志根据《中国地方志条例》精神，以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对历次政治运动期间的文
。 化、体育略写、粗写．一般只写事实不作评价，以便让后人

鉴别。
。

一
‘

· 三、本志按照“详今略古一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涿鹿县文

’

化、体育事业发展的史实和现状．

四、本志按照“事以类从劳，“横排竖写一的原则，横不
． 缺项、竖不断线。 ，

。·

五、本志采用记、传、图、表，录的体裁进行编写，篇目

分三级标题：编、章、节。 ．

，-。 六、本志严格遵循志书使用第三人称的原则．记人均

直书其名，必要时可在姓名前后加写职务、职称等。’

七、用皇帝年号纪年使用汉字，如清宣统三年(1911

年)．民国以后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记数与记量一般
使用阿拉伯数字。 ，

，八、根据生不立传和因事记人的原则，g人物简介劳收 ，7

录健在的县内知名人物和业余作者，凡入志人物均以出

． 生时间先后排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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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搿千古文明开涿鹿一。。
’

，； ．一j ：： 一

‘：涿鹿县北临燕山，南依太行，东连京畿，西通张垣，位

于永定河上游的桑千河畔．东距北京市区150公里。是中

．华民族三大始祖黄帝、炎帝、蚩尤开基立业之地，是华夏，

／族的摇篮，中华文明的发祥地。j． ：‘ 一；，∥’
-历史的年轮给涿鹿大地印上了渊深的履痕．'县境内．

u古遗址遗迹群犹然存在，斯时先民使用过的石刀、石斧等

古器物的依稀残留，黄帝的传说遍及全县，许多典籍都详 ，．

尽地记录了涿鹿就是炎黄二帝的发迹之地。一个伟大的

名字——轩辕黄帝，肇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j r． ．

、涿鹿是个古老的地方，已有2200多年的建县历史． ，

一在这块繁衍生息的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自从明。．

朝洪熙元年(1425年)始设州学、卫学、书院、义学、私塾等

各学校。明清年间为御外侮，保家安民，尚武之风尤盛。景 ：

泰五年(1454年)守备焦把建教场，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知州梁永祚重建演武厅三楹。兴。科举一以来，历代由

科举入仕而扬名后世的很多。仅清代200多年，涿鹿县就

有进士6人，文举39人；明清年间涿鹿有武进士9人，武+

举41人．，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北魏著名诗人陆 ．

凯，清代翰林院编修李敬修，中华民国初年向议会投掷墨

盒而闻名的吕复，勤政爱民任山东掖县的知事闪钦辰；武

进士闪耀龙、闪煜龙，都出生涿鹿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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