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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前 贺 辞

新编《丰县志》将于一九九四年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

距上个版本即清光绪二十年(1 894)《丰县志》的编撰刊印，正好一百年。

在这百年中，丰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因没有新编志书，不

得载入史册。其间，在丰秉铎掌教者或领导负责人，以及乡贤明哲、博学

宏达等，屡屡倡修，皆因种种原因而未果。因此，这部新编《丰县志》的出

版，使四五代丰县人编修县志的宏伟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欣值新编《丰县志》出版之际，尽管我调离丰县已近六年，大概因为

我在丰县任职时经手组建县志编写机构并经常过问此项工作的缘故，

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一再请我写序。却之不恭，序之不

必，谨言下辞以贺!

回顾历史，编修一部新的《丰县志》，使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体现

新观点，锤成一部语体文的新志，这无论对过来人，还是未来人，都是件

功德无量的好事。并且，我一直赞赏太史公司马迁秉笔直书的精神，向

往看到一本实话实说的历史书。而这部即将面世的新编《丰县志》，就是

一部关于丰县的实事实记、兼容并包的实录，这部新编《丰县志》客观

地、言而有据地从独特的视角记述丰县的人和事，描绘丰县人民的历史

足迹，勾划百里之县的乡风民俗，其物其情，发展演变，蕴含哲理，发人

深省，催人前行。我相信，历史的道路虽然曲折，但时代的车轮总是向前

的；过去的丰县有美好的篇章，明天的丰县将更加美好!而这部新编《丰

县志》，无疑是丰县美好明天的前奏曲。

孟庆华

一九九三年十月九日

[作者孟庆华，现为中共徐州市委常委、中共徐州市委秘书长；原任中共丰县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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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丰县志》五经春秋，五易其稿，终成卷册，这是全县95万人民

的一件盛事，可喜可庆!

丰县系汉高故里，始建于秦，名“丰”，后亦名“秦台”，“凤城”。历史

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田园如画。旧《通志》载：“先有徐州后有轩，

唯有丰县不记年。"汉朝时“王侯与将相，不出丰沛间”。在近代，丰县人

民对革命的贡献也是非常卓著的，许多优秀的丰县儿女在革命先驱的

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驱寇除暴，反奸防特，

支援前线，保家卫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在人类的历史长河

中，淳朴、勤劳、正直、善良的丰县人民所作的贡献，是很值得记载的。

解放前，由于战乱频繁，疫病迭连，旱涝不断，丰县经济萧条，民不

聊生。1 948年11月，丰县人民获得解放，从此，丰县的历史翻开了新的

篇章：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修水利，重农耕，办工

厂，兴流通，百业逐步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丰

县认真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方针，锐意进取，开拓前进，

在1444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昌盛景

象。

新编《丰县志》坚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方

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详今略古，立足当代，

又承前启后，贯通古今，历史地反映丰县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

文化、风俗民情等社会各个领域的演变盛衰，既注意时代特点，又注意

地方特色，为加快丰县现代化建设大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丰县人民素有编写志书的优良传统。据旧志序载：明代之前丰县就

有志，明朝隆庆三年至清光绪二十年(1569～1894)，《丰县志》重编4

次，续编2次，重印1次。上述旧县志，至今保存下来的有明隆庆《丰县

志》原版本仅1部，民国29年(1940)拍制了全志胶片，现藏北京、南京、

上海、北京大学图书馆；清顺治《丰县志》胶片藏北京、上海图书馆，道光

德丰重刊本《丰县志》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乾隆《丰县志》原版本藏济南

图书馆，光绪《丰县志》原版本藏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北

京大学、武汉大学、丰县图书馆和丰县档案馆，私家手中亦有所藏，其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各版本均散失无存。自光绪年间《丰县志》续修以来，迄今近百年，县志

编修中断；鉴于老成凋零、史随人亡的危急迫在眉睫，新编《丰县志》实

为刻不容缓。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安定团结，欣欣向荣，在这

样的大好形势下，前任县委书记尹世彬、鲁少时、田瑞声、孟庆华同志和

前任县长朱向阳、刘广哲等同志曾致力于《丰县志》的新编工作。我接任

县长以来，虽不敢说踵事增华，但亦不敢懈怠，因我而致前任们的努力

半途而废，故多次与现任县委书记朱继荣同志研究，按照县委意见，积

极主修新志。

新编《丰县志》的出版实为不易，历经建立组织、征集资料、编撰评

审、修改定稿等阶段。社会调查之广，采编人员之众，资料收集之多，文

字工程之大，为县历次修志所未有；它是丰籍和曾在丰县战斗工作过的

老同志与全县各界人士共同关注、通力协作的结果，是众手成志的体

现，特别是编撰人员，辛勤笔耕，锲而不舍，付出了艰辛劳动。参审人员

认真改订，匡谬纠错，做了大量工作，为此，谨向为编撰县志作出贡献的

单位、编写人员、热心人士以及为审志定稿倾注心血的专家、学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

这部1 66万字的巨著宏篇，瑕庇之处实难全免，但瑕不掩瑜，新编

《丰县志》仍不失为认识丰县、了解丰县、建设丰县难得的资料书、工具

书，愿全县各乡镇、各企事业单位、各机关团体广大干部和各界人士广

为采用，亦愿全县人民在历史的新的进程中，励精图治，锐意进取，谱写

新篇章。

于瑞茂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十日

[作者于瑞茂，撰写这篇“前言”时为丰县人民政府县长，现任徐州市城市建设管理局长]



序 言

适值新编《丰县志》即将出版之际，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县志办公

室的同志再三请我写序，我再三推辞而不可脱，只得援笔，简言权序。

新编《丰县志》在中共丰县县委、县人民政府数届领导的关心下，在

省、市修志部门和著名专家、学者、教授鼎力支持和指导下，经县各有关

部门、单位的通力协作，历经艰辛，屡易其稿，终得出版，使一县因革沿

流、地理环境、人口繁衍、施政纲要、经济发展、水利设施、城乡建设、乡

风民俗、方言俚语、乃至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名胜古迹、革命志士、乡贤

名人得入载籍，这实在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在目前县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想方设法出版这部1 66万

字的大部头志书，因为这部志书的出版至少有以下三点意义：(一)这部

志书系统地记述了两千多年来丰县的演革变化，为县、乡及各部门的档

案、图书部门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和信息，既可存史，又为当前制定

经济发展政策、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信息，同时亦是安民立政、弘风阐化

和进行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教材，更是乡土教育的课本；(二)这

部志书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丰县的经济环境作了详细实录，不仅对

丰县各级领导确定发展本部门经济政策有参考作用，而且对港台及海

外客商确定投资意向具有可信的参考价值；(三)这部志书可以沟通在

外埠工作的丰县籍人员及港台同胞、海外丰籍华侨与丰县的感情，可以

使侨居他乡的丰县籍人士了解故乡，热爱故土，崛起支援诞育之地经济

和文化建设的愿望。相信新编《丰县志》将为繁荣的、呈发展态势的江苏
地方志起到添枝加叶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尽最大努力积极支持该志正

式出版的本意!

由于新方志的编纂和新方志学的研究还处在开创阶段，本志难免

不足之处，我们殷切地希望读者批评赐教!并对大力支持本志编修和出

版的各届各级领导、各方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髟

[作彳辛王玉柱，现为丰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玉柱

1 993．10．6



引 论

王广建

《周易卷一》：“乾，元亨利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意

为浩瀚宇宙，万事万物，一统于天德。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道出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无论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无论天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是其传播的媒体。

书是财富!

近期，我曾陪同邵梦文教授前往香港、泰国、新加坡，看到这些国家

和地区大街小巷的许多店门内外，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各种资料、信息手

册，不厌其烦地介绍当地的历史与现状、风俗民情及文化发展，以及本

国本地区如何以高速走在世界新兴科技、经济、文化发展的前列。这种

近乎疯狂的颇带刺激性的信息宣扬，几乎使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在霎

时间的震惊、疑虑后不得不陷入某种沉思；作为信息载体的书，果然是

这些地区经济发达的至宝?!由是使我想起：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

日本，近庀年，每天都有百余种新书摆上书店柜头。就出版总数而论，日

本新书出版数仅居世界第六位；若以人口与新书出版数相比，El本居世

界第二十位以下，但倘若从文盲率来看，英国为12％，美国为15％，而

日本还不到1％。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El本全体国民都读书，堪称“读

书王国”。由是而思，我们不难找到日本于二次世界大战遭到惨败后其

经济迅速崛起的较为主要的原因之一：这就是注重国民整体文化素质
的不断提高。

面对中华民族乃至我们县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不能不注重读书

了，尤其不能不注重向全县人民推荐和介绍《丰县志》，特别是这部新近

锤成的新编《丰县志》：她寓观点于客观记叙之中，她以实事求是的精神

和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客观、综合地反映和

介绍了丰县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现状，同时亦科学地归纳和分析了丰县

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她翔实地记录

了丰县的古往今来，她客观地介绍了丰县的投资环境；她蕴含着丰县人
面对大千世界毅然崛起的雄心，她输入了面对万事万物决心征服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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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她有素称难解但却可以破译的“密码"，也有貌似平常而枯燥、实则

奇奥的“潜信息"。

面对新编《丰县志》的宏幅巨著，加之编写者凿凿可考地客观记述，

以及那些排着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的表格，广袤而又绵密的千行百

业，这些行业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制约或潜在着看不见而又确确实实存

在的制约关系；纯粹孤立和封闭的特例不是没有，只是贫弱，而且罕见。

因而只有把百里之县中的每一事·物一人，放在广阔的人类文化背景

之下，尤其放在相克相生的各系列之中，才能看出那些枯燥地记述、那

些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所独有的神奇力量，比如说，给人类带来光明

的电，新编《丰县志》对其解放前的缓慢发展作了客观记述，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创建之后的重新创业亦作了如实介绍，尤其对“文化大革命”后，

特别是1980年以来的飞速发展作了详细记载，这不能不使读者获得近

些年来历史车轮似乎突然间加快转动的感觉；由是而回顾中华民族两

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大起大落的悲壮历史，便不能不对当代中国以及这

块国土上的这个蕞尔小县蒸蒸向上的历史走势勃起不可遏止的欣慰感

和希望欲。再说邮电事业，当秦始皇的驿站在中原大地上星罗棋布时，

欧洲腹地还是一片荒原；但两千多年来，中国的驿站似乎总是奔马加木

轮车，没有发展，没有超越，只有一种令人压抑的守成。当历史的车轮转

动到中华民国时，驿站的模样终于变了，从“洋人”那里学来的电话电报

这类洋玩艺儿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县兴办起来，尽管孱弱，然却方兴未

艾。我们从新编《丰县志》的详略记述中，不仅可以看到这个弱小新芽的

希望，而且也可以窥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长足发展，从而领悟

到一业旺百业兴的发展神韵。再如水利、交通、工业、农业诸业，何尝又

无不如是呢!若是从这部志书中看历史人物，汉高祖刘邦为什么会诞育

在这个百里小县，并在这里产生征服的愿望和夺取天下的雄心，这就不

能不看这部新编《丰县志》的“地理环境”篇：古老的丰邑当时是殷埠隆

盛之地，经济的发展为文化发展铺平了道路，只有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坚

实基础上，一代雄主才有傲世独立的基石。假如不是这样读这部书的

话，其咬文嚼字的记载和排列有序的阿拉伯数字，将使人苦涩得读不下

去。但对存心想看古木发光、尼始下山、寡妇门前、少女私奔的读者，永

远都无法从这种书中领悟到闪光的奇奥，因而也就无法从中获得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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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汲取获得财富的力量。

这种将一事一物一人放在历史大背景下去读的方法，就是我所要

说的读志方法之一。

我要说的读志方法之二是：比较法。

所谓“比较’’，是指分析、归纳两项以上具有共同性和对列性事物的

异同、长短，从而揭示其本质的联系。比较法首先要求比较对象的整体

性、规律性的对应和对列，只有这样，比较才有它的典型意义、普遍意

义，才能发现并总结出模式和规律。比如新编《丰县志》中关于政治运动

的记述，假如仅从有关政治运动的章节看政治运动，政治运动仅仅是一

次次的孤立事件，它与农业、工业、文化各业的发展变化似乎毫不相干，

这样来读有关政治运动的章节，自然难于寻出它的客观规律，顶多获得

“只见树木不见林”的客观印记。如果将有关政治运动的记述与农业、工

业、文化、教育诸业的发展变化对应比较，那么，政治运动与各业的比较

便有了一定的整体性与规律性；再加上工业、农业、文化、教育诸业之间

发展中所受政治运动的涉及与影响的对应比较，这种比较便具有了一

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上述诸业之间发展变化因子的相似性、趋同性便

显示出某种至美的规律。这是比较法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假

如不是这样，那便只会拾取表面的巧合、偶合以作夸夸其谈，因而这种

比较所发现的规律，不仅不能让人从心灵深处闪现出叹服的火花，而且

这种规律也远远缺乏它的臻美性。

新编《丰县志》中关于地理环境、区划沿革、农业、水利、工业、乡镇

工业、商业、交通、邮电、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财政金融、计划审

计等篇章的记述在时间、背景、基础等方面具有相当的平行性，因而它

们之间的可比较性无疑又可扩大或延伸。就是在同一事物的发展演变

中，我们亦可进行平行比较，比如新编《丰县志》所记丰县地带发生的雹

灾，根据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此地的雹灾呈西北东南平行走。向及西南东

北平行走向态势，这种在比较中所发现的规律性将为预防雹灾的危害

提供依据。并且，在这种平行地比较发展的同异之后，我们还要考虑其

交叉比较。在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不可能游离于人类

社会诸业之外或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形成孤立系统。既然事物的发展、

人物的兴衰总有交叉而不能纯粹独立，那么我们的比较也必须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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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比较法。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县财政体制的演变，与税

务、金融、5-商业系统有明显的交叉，而与其他部门行业亦有交叉或隐

性交叉，因而我们就必须进行交叉比较。这种比较的平行线和交叉线越

多，而被比较物之间的趋同表现或细节契合便越是紧密，因而这种比较

也便越富科学性，因此读志的趣味性也便会越浓厚。

我要说的读志方法之三是：寻觅法。

所谓“寻觅”，是指读者带着某一个想法、某种需求到志书里去寻找

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是解决某个问题的答案及决心、勇气。因为一部志

书的锤成，要从档案资料、历史书籍、乡老口碑、历代碑碣中广泛搜集所

有能搜罗到的巨量资料，而后再考订、筛选，熔炼出确实可信的条目入

志。因而一部志书，不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不论在“时间”上还是

在“空间”上，不论在“微观’’水平上还是在“宏观"水平上，皆要符合翔实

的原则，因而志书比其他书更具有比较大的可信性。比如，新编《丰县

志》对民国17至37年(1928---．1 948)国民党丰县党部在丰县活动的记

载，不仅依靠了当事人当时的大量日记、当事人的回忆，而且主要依据

了国民党丰县党部当年的大量报表及“国民党丰县党部十年小史”等，

这便是可信性的有力证明。首先是可信，其次便是这部志书容纳了百里

小县各行各业古往今来的主要材料，诸如因革沿流此类荤荦大者且不

说，连县城街道路灯有多少、张五楼乡一村民家孵出一只三条腿的小鸡

之类细细小者，亦进行了有选择的记载。因而这部志书便为读者寻觅要

解决的问题提供方便夯实了基础。

当然，我不是说，鸡毛蒜皮的东西在这部志书中皆可找到；也不是

说，这部志书能够满足读者五光十色的带有幻想色彩的要求；假如这样

狭义地理解，这部书的篇幅再扩大lo倍，怕是也不能如愿。我只是说，

这部志书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的书包罗得广而且深，不致于使大多数

有心的读者失望。

假如一位港商、台商，或是一位外籍商人，想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小

县投资兴办事业，当前那些斑驳陆离的广告或许能使这些商家勃起投

资的雄心，但这些商家能不能下决心，这就难说了。不过，假如这些商家

手上有这么一部新编《丰县志》，他们便会从这部志书中寻觅到适合他

们的投资事业和投资点。这样的事例已屡见不鲜。据我所知，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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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家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广告转向志书，他们依靠志书拍板定案。

假如一位侨居他乡、他国的丰县籍人，在很久以前离开了这片诞育

自己的热土，其想从这部新编《丰县志》中寻觅的东西可能很多很多，而

其最终所能寻觅到的至为重要的东西，也即是排除离别失落感的那份

温情脉脉的乡风街俗。

作为丰县的每一个机关、单位、部门，假如想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

潮中，尽快促使国民收入不断地增长，促使县、乡财政经济状况尽快地

根本好转，更好地为县乡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开道和服务，而其切实可行

的做法，便是从这部新编《丰县志》中寻觅导向。

作为丰县这块热土之上的领导，不管其领导权力大与小，只要真正

想把自己管辖的范围治理好，那就不妨带着您所急需解决的问题，到这

部志书中寻觅一下。假如是关于用人的问题，首先可以看看这部志书的

“人物传"，而后便将目光转向其他篇章。当然，这里可能很少有想象中

的现成答案，但只要其善于化解，长于大彻大悟，便一定能吸收新的血

液和营养。假如其不习惯于分析、归纳、借鉴，喜欢吃别人嚼过的馍，假

如这样的话，怕是《西游记》中所写的人参果也难于使其身强体健。大凡

学习，皆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举一反三。不然的话，人们如何能将兵法

用于商战或是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面呢?!所以，这部志书输入的知识、

信息和潜信息，足以使有心的读者在解决复杂纷呈的现实问题上得心

应手，而关键在于其是否掌握寻觅的“窍门’’，是否有领悟的灵性。

作为丰县这块热土上生长的一个黎民，假如想改变自己的经济情

况，便可以在这部志书中寻觅生财之道，这里的荒沙野土长出了红艳艳

香喷喷的富士苹果和白嫩粗壮的堪称世界蔬菜之王的芦笋，以及近年

悄然崛起的乡镇工业、农经商贸，定然会给以大大的启迪。假如其想改

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人际关系，亦可以透过有关篇章的字行，窥探到

“柳暗花明又-+t-’’的新境界，或者从中领悟到一种微妙的心理平衡；自

然，我也不能够将现成的法宝呈奉，甚而也不能给一把金钥匙，我只能

拨开这么一点点迷雾，以后的坦途还靠自己努力寻觅。我不是将问题故

意说得这么玄乎，要知道：生活在大千世界的人，要破译暗藏的密码和

寻觅通向光明的契机，不付出艰辛的劳动是不可能的。

我要说的读志方法之四是：善听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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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经说过：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

地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

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读过新编《丰县志》后，读者会不会隐隐地感觉

到：这片黄土地将丰县人束缚得太紧了?两千年来的丰县大起大落、人

才挺生的悲壮历史，完全依赖这块黄土地的肥腴与贫瘠；两千年来丰县

人的文化和心理、希望与幻想，也隆重而深刻地烙印着这片黄土地的影

迹。让我们倾心听听这部书的弦外之音：我们丰县人为什么不能走出这

片茫茫的黄色土地，结束几度桑田、几度牧场的历史的悲喜剧，迎接呼

啸而来的新文化、新思想、新潮流，冲向浩瀚广袤的世界?!

以上讲的许多内容，牵涉甚广，简而言之，要读通这部新编《丰县

志》，必须有敏锐的大彻大悟的灵性。作为这部新编《丰县志》的引论，自

然不可能也不应该作详尽的破译，而只能蜻蜒点水似的点一点。不管我

在“引论”里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我只是请每一位拿到这部书的读者，真

正静下心来读一读。我同时相信，志书的读者群一定会逐步扩大，志书

一定会同广大读者密合无间。



凡 例

一、新编《丰县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

是地记载丰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正文分篇、章、节三个层次，每

篇皆有无名小序；个别节下设目。

三、上限无定，适当追溯，下限迄1990年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纪年(或民国纪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民国37年(1 948)前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记

述年代均按习惯。

五、本志首设概述、大事记；概述为全志之总纲，总叙县情；大事记

注意勾划历史发展脉络；篇为主体，依照事物性质划分，横排门类，纵记

史实，尽力勾划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

六、记事限于现行县境。

七、依照“生不立传’’的原则，大体按人物卒年先后排列。

八、1 949年前各业有关数字，所据为丰县历编旧志、有关书籍和民

国元年至37年(1912-'-,．【948)的报表、会议记录、报告、总结等，同时参

考口碑资料。1949年以来的各业数字，依据县统计部门公布的资料；对

统计部门缺项的数字，均采用有关单位数字。1949年以来县各项经济

数字，均以1980年不变价折就。1949年至1955年2月为老版人民币；
1 955年2月后为新版人民币。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记述数字。按《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使用

计量单位名称、符号，但历史上个别特殊的计量单位除外。

九、本志材料来源于正史、旧志、报刊、图书以及县各有关部门和乡

镇的志稿、发展史及报表、总结等，同时参考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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