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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了解县情，我陆续披阌了新编《偃师县志》修改稿。一卷在手，获

益匪浅。值此新编《偃师县志》问世之际，愿略陈固陋，以应县志总编室作序

之约。

偃师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几千年来，在这块热土上，聪明睿智、勤劳

勇敢的偃师人民扮演了一幕幕生动感人、可歌可泣的活剧，创造了自己光辉灿

烂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洪流

席卷偃师大地，揭开了漫长的偃师历史画卷中最沸腾、最辉煌的一页。特别是

7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偃师人民更以崭新的姿态，为偃师历史谱写

了崭新的篇章。目前，偃师政通人和，工农并举，百业俱兴，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偃师人民在解决了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温饱

问题的基础上，正乘改革开放的劲风，朝着小康目标大步迈进。

把几千年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偃师

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美好生活的史实记入县志；把偃师各行各业、

各个阶层涌现的名流、学者、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企业家、改革家、工农青

妇，以至三教九流——凡在社会大舞台上有过精采表演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对

立面反动营垒的首脑、骨干载入县志；把人们的社会实践经验、调查研究成

果、科学研究结晶、经济发展的脉络线索、民俗风情的演变轨迹，资源、人

口，发展的配置战略⋯⋯一一加以整理，写入县志。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

赋予的重任。县志总编室的同志们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偃师县志》这一浩瀚的

文字工程，没有辜负全县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偃师县志》是一部历史书，它汇集了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发展史，‘为党

史工作者、地方史研究者和各级领导干部了解偃师、研究偃师提供了翔实而系

统的史料；它是一部社会学著作，具体记载了偃师的人文概况与自然概况，从

政治、经济、地理、科学文化到疆域沿革，区划变迁、物产人物、风土人情等

均有记载，为干部掌握县情，因地制宜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它



是资料库，举凡农田、水利、财贸、金融、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兵役、公

安、司法、行政，以至资源、人口、山川、环境，其发展、其前景，有数据、

有说明，为领导制订规划、宏观指导，为各行各业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经济，为

进一步宣传偃师、扩大开放，促进吸引外资，提供了社会的、物质的可靠信

息；它又是一部爱国爱乡的活教材，每个偃师人，特别是偃师的青少年，必将

从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树立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

心，为振兴偃师、建设偃师献出应有的一份力量．

作为新编《偃师县志》的第一批读者，我衷心希望它尽早问世，并愿与全

县人民一道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偃师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写

好《偃师县志》的新篇章．

中共偃师县委书记 ，宋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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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偃师县志》经过县志总编室全体同志的辛勤劳动和有关单位的通力

合作，历经十载，终于付梓出版了．值此，我谨代表县政府对新编《偃师县

志》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对为编纂《偃师县志》给予大力支持和热忱帮助的

各级领导和县内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新编《偃师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

是、尊重历史和详今略古的原则，批判地吸收了1日存《偃师县志》及其它大量

文史资料的精华，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综合各专业志的内容，系统地记

述了偃师的历史和现状，是迄今为止客观反映偃师面貌最全面、最系统、最科

学的鸿作巨制。

偃师自古以来，就是块钟灵毓秀的宝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自传说中的帝喾定都于亳(今偃师高庄)之后，夏、商、东周、东汉，曹魏、

西晋、北魏等七个朝代均先后建都于此，有近两个世纪的时间这里都是全国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五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三分之一是在这里书写的，

这里有全国第一所最早的大学遗址，第一座天文台遗址，第一座石拱桥旧地⋯
●●●

地灵则人杰，历史上曾有不少杰出人物在这里施展才华，创造出流芳千古

的业绩。东汉的张衡，在这里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蔡伦在这里发明了造纸

术，三国的马钧在这里发明了龙骨水车，指南车，古代学者班固在这里完成了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历史学家司马光在这里完成了历史巨著

《资治通鉴》，地理学家郦道元在这里完成了我国古代的地理名著《水经注》⋯

⋯就连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大唐高僧玄奘，也是生长于此的偃师人。

正如中华民族的缩影一般，生活在偃师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是勤劳的、智慧

的，偃师人民之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伟大的创造力。与邻近相比，无

论这里的农业、手工业，还是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地

位．然而，自。武王伐纣，息偃戎师，遂名偃师”至今，真正使人民的智慧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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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想象变成现实的，还是1949年五星红旗在这块土地上高高飘扬之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偃师人民依靠自己的双手，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使偃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偃师县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

线，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全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

绩：农业生产继续发挥优势，高产开发获得圆满成功，打破了粮食生产的徘徊

局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成为偃师经济的重要支

柱，在河南省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县办工业基础巩固，’发展创新；科技、教

育、i文化、医疗卫生事业硕果累累，人民的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自古

以来，十年九涝的伊洛河夹河滩上，八十年代就出现了家家收入超万元的村

庄；邙岭脚下，世世代代靠挖山窑居的石硖村平地起高楼，建起了全国第一流

的文明新村。偃师县是全国农业机械化重点县、体育先进县，河南省综合体制

改革试点县、粮食基地县、基础教育先进县，并提前实现了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十年实现经济翻两番的目标。

应该将偃师人民几千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创造历史、创造幸福生活的宝

贵经验纪录下来，应该将无数偃师人民可歌可泣的事迹载入史册，应该将古老

灿烂的偃师文化流传下去。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客观记载，也是偃师今后发展的

需要，就是对社会也是一份宝贵财富。正是基于此，新编《偃师县志》应运而

生了． 。

集资料、史实、信息，经验于一体的大型志书《偃师县志》，是了解偃师

的资料库，是热爱偃师的教科书，是建设偃师、振兴偃师的信息卡，不仅为后

世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为。团结奋进、振兴偃师”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历

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每一个偃师人，每一个关心偃师前途的人，每一个致力偃

师发展的人，都应该阅读它、熟知它、运用它。我相信，《偃师县志》在指导

偃师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将会发挥其重大的作用。

簇嚣姜全曩萎霎茎茬 汪i毒春偃师县志编委会主任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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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们的前人历来重视修志工

作。现存最早的明弘治十七年(]504年)《偃师县志》载：。邑旧有志，岁月寝

久，．不无残缺。”说明在此之前偃师就有志，只是不知防自何时罢了．之后，明

嘉靖年间，清顺治十六年(J酊9年)、康熙三十年(1691年)、乾隆十一年

(，7靳年)、乾隆五十四年(J『789年)都曾重修。其中嘉靖志已佚失，乾隆五

十四年志最称善本，其《金石录》价值尤高。民国期问，县也设局修志，后因

民国刀年(1935年)伊洛河暴涨，县城被毁，志稿多数散佚，仅留少许资料

和《偃师县风土志略》一册。历代志书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j有着不可

磨灭的历史作用，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尤其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

产和经济发展着墨甚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8年县也曾组织修志，然以种种原因亦半途而

废。

今天，我们正在从事我们的前人所从来没有从事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

业，为了更好地尊重历史，研究历史，以便以史为鉴指导工作，1981年秋，县

委，县政府决定成立了县志总编室，组织各行各业加D余名专职人员投入修志

这一浩繁工程。通过深入调查访问、认真搜集整理、组织专人撰写、广泛征询

意见，层层把关，数易其稿，先后完成了4D余部专业志和大量的资料汇编。

在此基础上；县志总编室进一步升华、提炼、综合、总纂了这部《偃师县

志》。

新编《偃师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对旧志材

料进行批判地吸收。全书分“卷，并设有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全面系统地

记述了自古至今偃师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地理、人物、风土民

情等各方面的情况，从不同角度客观地反映了偃师县的历史和现状，尤其对建

国以来我县的农业，乡镇企业、工业、财贸、交通等经济部分，浓笔重彩，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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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总结和揭示了偃师经济的发展规律。同时，结合历史典籍和考古新

发现，对偃师的文物史料等，也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由于县志资料来源于各行各业的最基层，来源于各条战线的组织和群众，

来源于各方面的知情人，来源于经过多次核对的各种文献，史料是翔实可靠

的，经得起检查和时间考验，因而大量的，即使是首次问世的材料同样堪作

。依据”。

我从J9笱年开始具体负责地方志，主要做了一些组织和后勤工作。在此

数年中，切实体会到了编写县志是一项牵涉面广、涉及学科众多，困难大的系

统工程。在漫漫的成书过程中，不仅县志总编室及各条战线的撰稿人员付出了

大量的心血，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全县最有名的十多

位教师参与了志书的编修，审查和文字润色，最有名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了照

片、图表的拍摄和绘制。初稿写出后，各级领导、专家、兄弟县同仁提出了中

肯的修改意见，开封，郑州、洛阳等地高等院校的教授逐章逐节进行了修改。

所有这些，都为志书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值此《偃师县志》问世之际，我

谨向所有关心支持我县修志事业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以及为县志成书做出

过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襞嚣麓嚣嚣：刘丙建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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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 凡 例．

I 、 ·

I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力求准确反映偃师县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按照厚今薄古的原则编写。上限不定，下限一般止于1 985

} 年。对文物卷和人物卷的部分人物简介下限适当延伸。

三、本志采用多卷并列式结构，卷下设章、节，目。对不宜多设层

次者，免章或减节省目。此外，还设有概述、大事记和附录。

： 四、本志编写采用志、记、传、录、图、表等形式，以志为主体。

少数卷以编年体，纵贯古今；多数卷横排门类，纵写历史。
‘·

五、本志资料来源为：各乡镇、局委专志资料，省、市、县图书

馆、档案馆资料，口碑资料等，均不再注明出处。随文照片由有关单位

提供，不再署名。因民国时期县档案或毁或遗失，故引用材料较少。

六、人物卷所收人物为偃师籍和长期在偃师工作的外籍人员。

七、建国后的行政区划，1 958年至1 983年以公社、大队称，其前

以区、乡、村称，其后以乡、村称。

八、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简称建国前，采用旧纪

年。每自然节第一次出现旧年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一之后，简称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所用度量衡单位，建国后统一使用国际单位制。

十、本志除引用古籍原文外，均使用语体文和规范化的简体字。

，十一、文中所用经济指标，均采用现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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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居民新村⋯⋯⋯⋯⋯⋯⋯⋯⋯⋯⋯⋯⋯⋯⋯⋯⋯⋯⋯⋯(110)

第四章建筑业⋯⋯⋯⋯⋯⋯⋯⋯⋯⋯⋯⋯⋯⋯⋯⋯⋯⋯⋯⋯⋯⋯(111)

第一节队伍⋯⋯⋯⋯⋯⋯⋯⋯⋯⋯⋯⋯⋯⋯⋯⋯⋯⋯⋯⋯⋯(11 1)

第二节设备⋯⋯⋯⋯⋯⋯⋯⋯⋯⋯⋯⋯⋯⋯⋯⋯⋯⋯⋯⋯⋯(1 12)

第三节工程⋯⋯⋯⋯⋯⋯⋯⋯⋯⋯⋯⋯⋯⋯⋯⋯⋯⋯⋯⋯⋯(113)

第四节工艺⋯⋯⋯⋯⋯⋯⋯⋯⋯⋯⋯⋯⋯⋯⋯⋯⋯⋯⋯⋯⋯(1 13)

第五章环境保护⋯⋯⋯⋯⋯⋯⋯⋯⋯⋯⋯⋯⋯⋯⋯⋯⋯⋯⋯⋯⋯(1 14)

第一节污染源⋯⋯⋯⋯⋯⋯⋯⋯⋯，⋯⋯⋯⋯⋯⋯⋯⋯⋯⋯⋯⋯(114)

第二节综合治理⋯⋯⋯⋯⋯⋯⋯⋯⋯⋯⋯⋯⋯⋯⋯⋯⋯⋯⋯⋯(115)

第六章管理⋯⋯⋯⋯⋯⋯⋯⋯⋯⋯⋯⋯⋯⋯⋯⋯⋯⋯⋯⋯⋯⋯(115)

第一节房地产管理⋯⋯⋯⋯⋯⋯⋯⋯⋯⋯⋯⋯⋯⋯⋯⋯⋯⋯⋯(115)

第二节市政管理⋯⋯⋯⋯⋯⋯⋯⋯⋯⋯⋯⋯⋯⋯⋯⋯⋯⋯⋯⋯(116)

第三节建筑管理⋯⋯⋯⋯⋯⋯⋯⋯⋯⋯⋯⋯⋯⋯⋯⋯⋯。⋯⋯(116)

卷三民族人口卺二氏厥人U

第二章民族⋯⋯⋯⋯⋯⋯⋯⋯．．⋯⋯⋯⋯⋯⋯⋯⋯．．．．一：⋯⋯⋯。(117)

第二章人 口⋯⋯⋯⋯⋯⋯⋯⋯⋯⋯⋯⋯⋯⋯⋯⋯⋯⋯⋯⋯⋯⋯(117)

第一节入口变化⋯⋯⋯⋯⋯⋯⋯⋯⋯⋯．⋯⋯⋯⋯⋯⋯⋯⋯⋯⋯(117)

第二节人口密度与分布⋯⋯⋯⋯⋯⋯⋯⋯⋯⋯⋯⋯⋯⋯⋯⋯⋯(118)

第三节人口构成⋯．．．⋯⋯⋯⋯⋯⋯⋯⋯⋯⋯⋯⋯⋯⋯⋯⋯⋯⋯(119)

第四节婚姻状况⋯⋯⋯⋯⋯⋯⋯⋯⋯⋯⋯⋯⋯⋯⋯⋯⋯⋯⋯⋯(122)

第五节人口控制⋯⋯⋯⋯⋯⋯⋯⋯⋯⋯⋯⋯⋯⋯⋯⋯⋯⋯⋯⋯(122)

卷四地质地貌

第一章地质⋯⋯⋯⋯⋯⋯⋯⋯⋯⋯⋯⋯⋯⋯⋯⋯⋯⋯⋯⋯⋯⋯(127)

第一节地层⋯⋯⋯⋯⋯⋯⋯⋯⋯⋯⋯⋯⋯⋯⋯⋯⋯⋯⋯⋯⋯(127)

．第二节地质构造⋯⋯⋯⋯⋯⋯⋯⋯⋯．．．⋯⋯⋯⋯⋯⋯⋯⋯⋯⋯(131)
。

第三节岩石⋯⋯⋯⋯⋯⋯⋯⋯⋯⋯⋯⋯⋯⋯⋯⋯⋯⋯⋯⋯⋯(132)

第四节矿藏⋯⋯⋯⋯⋯⋯⋯⋯⋯⋯⋯⋯⋯⋯⋯⋯⋯⋯⋯⋯⋯(133)

． 第五节地震⋯⋯⋯⋯⋯⋯⋯⋯⋯⋯⋯⋯⋯⋯⋯⋯．．．⋯⋯⋯⋯(137)

第二章地貌⋯⋯⋯⋯⋯⋯⋯⋯⋯⋯⋯⋯⋯⋯⋯⋯⋯⋯⋯⋯⋯⋯(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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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分区概述⋯⋯⋯⋯⋯⋯“⋯⋯⋯⋯⋯⋯⋯⋯⋯⋯⋯⋯⋯·(139)

第二节 山脉⋯⋯⋯⋯⋯⋯⋯⋯⋯⋯⋯⋯⋯⋯⋯⋯⋯⋯⋯⋯⋯(140)

卷五气候
·

第一章气候要素⋯⋯⋯⋯⋯⋯⋯⋯⋯⋯⋯⋯⋯⋯⋯⋯⋯⋯⋯⋯⋯(143)

第一节太阳辐射与温度⋯⋯⋯⋯⋯⋯⋯⋯⋯⋯⋯⋯⋯⋯⋯⋯⋯(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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