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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商丘县志》的出版，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喜事。这是本县第一
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具有彰往

法来、存史资治的作用，意义十分深远。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一。千百年来，我们县基本上只有一部县志，

即明万历十年(1582)吏部尚书宋缣、内阁大学士沈鲤编纂的《商丘县
志》。至于清顺治十五年的续修，不过增加若干人名而已。康熙四十
四年(J加5)的重修也是在宋、沈二人志书基础上的补充、完善。嗣后
200多年，从乾隆年间到民国年间先后五次修志，均因。时局多艰，重

修不易一而半途中止，其间所搜集的资料也散失殆尽，从而增加了我们
这次修志的困难。

商丘历史悠久，闻名遐迩。‘从帝喾居高辛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

历史，曾经商汤都南亳，周立宋公国，秦置睢阳(县)‘，汉建梁国，宋置南

京等多次更迭，沧桑巨变，其传统文化之灿烂，风流人物之众多，在中
原、在全国都是比较突出的。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最近半个多世纪

以来，本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同国内外凶恶的敌
人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于1948年迎来全县解放。尔后，乘胜前进，
经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本县出现了。路不拾遗，夜
不闭户’’的大治局面。接着以4年时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虽然遭受过挫折，但是纵观全

局，仍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从城
镇到农村都起了深刻变化。所有这些，均应载入史册，流传后世。为

此，县委、县政府于1982年决定修志，继而物色人才，成立编写机构，
责成县直有关单位编写部门志。经过发动群众，征集资料，精心著述，

历时9年，数易其稿，终于成书。

编纂县志是一项较大的系统工程。《商丘县志》的出版，是各方面
通力合作的结果。憾谢县直各单位为我们提供许多资料，感谢全体编

写人员字斟句酌、辛勤耕耘，感谢上级领导的关怀支持，感谢各级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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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丘县志

馆、图书馆的帮助，感谢老干部、老教师、老工人、老农民提供许多宝贵
资料，感谢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新编《商丘县志》，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详今略古的原则，进行资料
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戒芜杂，基本上达到了“朴实、严谨、科

学’’的要求，较好地体现了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但是，由于我们水平

不高，加上资料不全，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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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县县长 王师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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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德商丘，是古代名都大邑。黄帝曾孙帝喾兴于高辛，代高阳

氏。喾子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丘(在今商丘南)，尧尝封帝喾子阏
伯于商丘为火正，十三传至汤，灭夏称商。契至汤八迁其都。阏伯居

商丘相土因之。振迁于殷，报丁(或报丙、报乙)复归商丘；汤始居南
亳，从先王居。亳(今商丘东南)亦商丘地。周初，封商裔微子于宋，汉
为梁国，皆都于此。商丘在隋唐为宋州，天宝间，睢阳太守许远与张巡

死守以蔽遮江淮者即此。睢阳是宋太祖归德军发祥之地，故升应天

府，号南京，为国之陪都，文人荟萃，蔚为礼义之邦。金朝始改为府，领

一州八县。明代嘉靖升州为府，名贤辈出，文物称盟，以至清代。
商丘地当鲁豫皖三省要冲，汴京门卢，自宋以来更是军家必争之

地。近百年来，商丘人民饱经忧患，。反帝反封一运动，群起参加。如太
平天国、捻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均以此为据点。义军质朴耐劳、忍

厚负重、坚韧不拔，对敌展开多次壮烈斗争，终于解民于水火，取得最
后胜利。建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改革、开放政策指
引下赢得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宁的大好形势。人民的巨大成
就，不可无志，以诏来者。 ，

商丘党政领导，自1982年设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征文考献，编写

新志，文斟字酌，八年之间，易稿七次，始成定稿二十六编。体例一本
中央编志规定，篇目完备，井然有序，史事详明，对于当代记录尤详。

考《归德府志》今可知者有嘉靖、顺治、雍正、乾隆光绪诸刻，《商丘县

志》有万历、顺治、康熙等本，近者去今二百八十余年。新志既成，足补
二三百年之缺典，更为有政提供辅政佐治的依据，为子孙后代提供乡
土教材，使后人了然于先民建设乡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艰辛历程，
知所以宏扬光大，奋发图强，进而为国家四化建设贡献才智。则方志
的编纂不为徒劳了!

1989年己巳寒露，傅振伦序于北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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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史料真实、准确。对个别尚未

弄清或有争议的事，信传信，一疑传疑，使诸说并存。‘
二、本志结构为。分志并列体一，设26编。以概述、大事记两编为

纲；以地理、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工商行政管理、财

政税务、金融、政党、政权与议政机构、政法、军事、群众团体、教育体

育、科学技术、文化、文物。医药卫生、人口民俗、社会保障、方言和人物
诸编为主体；以附录作尾，收其杂。

三、上限不限，下限一般到1985年，个别内容延至1987年。本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原则，，着重记述1948年全县解放以后的历史，
详载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发展变化，以体现时代特色。

四、记述范围：1950年土地改革完成前，按当时所辖区域记述；尔

后，一般以今辖区域为限。
五、全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各编、章一般是横分门

类、纵写史实、述而不论。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
方法表述。概述则叙中有议，力求收到。画龙点睛万之效。．

‘

六、对全县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分别载入大事记和有关编
章，不另设编。

七、毒传人物以本县籍人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兼顾外籍人在商
丘有较大影响者。生人入志，军政界限于县团级以上，学术界限于副
教授以上，先进模范人物限于省军级以上领导机关命名者。革命烈士

全部入志。以事系人，不受此限。
八、官职、地名、纪年、机构名称和部队番号采用历史称谓。古地

名于必要处加注今地名，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九、建国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数据，采用统计部门的资料。

对于个别有争议或与普查结果有出入的数字，在正文中说明。

．-o、本志资料来自正史、档案、县直机关部门志，以及党史资料、

组织史资料、个人著述、口碑材料等，并经核实载入。文中不一一注明
出处，特撰《本志资料来源》一文收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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