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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定陶县志》面世了，这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全县人
‘

民的一件大喜事。

以“天下之中”名闻遐迩的定陶，自古便是一方热土，远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春秋至两汉之间更是中原地区著名的经济都

会、水陆交通枢纽和军事战略要地。上下几千年，勤劳、勇敢的定陶人民不但创造

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不朽的精神财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

遗产，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定陶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地方志编修的历史源远流长，惜历经沧桑劫难，志

书大多遗失，现仅存清顺治十二年、乾隆十八年和民国五年三种刊本。建国以来，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县志编修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正式启动了《定陶

县志》编纂工程，历五届编委会，跨六届政府，积十七年辛劳，凝数百人心血，广征

博采，秉笔直书，反复检查修正，数易其稿，几经研讨评审，精雕细琢，终成此经世

之作。为此，谨代表中共定陶县委、定陶县人民政府向为《定陶县志》的编纂出版

工作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

感谢。

古人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新编《定陶县志》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实事求是地全面记载了定陶县的历史和现状，是定陶县的“百科全书”。本

书上限1840年，下限1990年，横排门类，条陈史实，言简意赅，文约事丰。全志

25。篇，139章，474节，志首贯以概述、大事记，主体记载古今地理、经济、政治、军

事、社会、科教文卫、人物、风俗习惯等，志尾殿以附录，共计100余万字。本志不

但能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依据，也可为社会各行业提供可靠的资料，同时还是进 ．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具有较高的研究、使用和收藏价值。

我们深信，新编《定陶县志》将以其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引导．一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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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全县人民从中观古今，知兴衰，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牢固树立建设

祖国、建设家乡的宏图大志。愿定陶人民在不久的将来，续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中共定陶县委书记

定陶县人民政府县长

玉＼激赴

荡f右队

一九九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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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起1840年，下止1990年，部分内容适当上溯下延。并按照详

今略古的原则，注重记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史实。

三、体裁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以志为主。述以总摄全书，记以综记大．

事，志以记述各项事业，传以收载人物，附录辑存文献，图、表随文穿插，力求图文

并茂．。

四、专业志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和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原则，结合社会

分工、行业特点来确定。并采取篇、章、节、目等层次，个别层次的增加或减少，服

从内容的需要。

五、大事记采取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选择历史上发生在本地

的大事、要事予以记述，以展示本地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

六、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收录本籍人物，兼收少数影响较大

的客籍人物。为褒扬革命先烈，收录革命烈士英名录。

七、各时期政权机构、社会团体、会议等称谓，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多次出现

用简称。地名、朝代及其他称谓，均按现行通称，古今变更者加注古名。“建国前

(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八、纪年均采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以前加注历史纪年。

九、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行)》为准，个

别沿用历史惯用单位。

十、叙事语言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表示数量、百分比、公元纪年等一

律使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农历纪年等使用汉字。

十一、资料来源主要采自馆藏档案、文献、志书、报刊、口碑及各行业部门提

供的资料。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文中不注明出处。

f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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