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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地区的第一部地方志——《忻州地区志》，经过地区史志办公室全体同

志和有关专家、学者十个春秋的辛勤劳动，以及各县市和各有关部门的热情支

持，终于编纂完成，付梓面世。这是全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

喜事，可喜可贺。
’

忻州地区位于山西省北中部，地处要冲，位置重要，向有“三关重地”、

“晋北锁钥’’之称。境东五台山为华夏之胜，灵迹辉照；境西黄河为景物之雄，

千古瞻观。区境春秋时为晋地，战国属赵；秦汉时分属太原郡、雁门郡和西河

郡；三国时大部分地域属魏，西北部为羌胡属地；西晋、南北朝时分属新兴郡、

雁门郡和秀容郡；隋、唐、五代、宋时先后分属新兴郡、雁门郡、忻州、代州、

岚州、宪州；金代分属忻州、代州、坚州、宪州、宁化军、岢岚军，归河东北

路；，元代分属忻州t代州、崞州、保德州、管州、岚州、武州，归冀宁路和大

同路；明、清属太原府之代州、忻州、保德州、岢岚州和宁武府，百代千年，绵

延不绝。悠久的社会历史，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

珍贵的财富。 。

，’

忻州地区民情淳厚，人杰地灵，历代人才辈出，文韬武略，各领风骚。金

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元代诗坛巨匠萨都剌在中国文

学史上皆有重要影响。世代繁衍生息在这里的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侮，涌现

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其中尤以宋代杨家将为著。在近代革命史上，境

内民众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五四运动以后，在马列主义

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以高君宇为代表的一代英杰投入无产阶级革命，

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更加光辉的革命业绩，涌现出包括徐向前、薄一波等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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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地区志

辈革命家在内的许多著名人物、仁人志士。抗El战争时期，今忻州地区境内是

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两大抗El根据地的发祥地和中心腹地。在这片土地上，朱

德、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火烧阳明堡飞机场战斗，打破了El军不可战

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解放战争时期，忻州人民积极

参加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选派大批干部南下、西进、北上，支援新

解放区，为全国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创了崭

新的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有这些古往今来人们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

建文明的斗争历史和业绩，理当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彰往昭来，激励后人。

忻州地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资源丰裕，在全省乃至全国皆占有重要位

置。全区交通便捷，已初步建成了比较完备的公路、铁路交通网。加上北依大

同、南靠太原、地近首都的较好区位，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

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与全国的许多先进地区

相比，忻州的发展速度还不快，经济还比较贫困。要加速发展忻州经济，必须

打开区门县门，让外界让世界了解忻州。因此，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具有资料性、

权威性的地方志书，对于宣传忻州，认识忻州，让外界了解忻州，加快忻州对

外开放步伐，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地方志是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境

内素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但由于各种原因，历代所修志书，俱以县为主，且

繁简不一，时断时续。改革开放以来，全区百业兴隆，千行繁盛，党和政府在

陆续组织编写出版各县(市)志的基础上，又适时编修了贯通古今的《忻州地

区志》，为全区的基础文化建设增添了新的一页。这部地区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古为今用、详今略古的原则，主要记述了20世纪

“七·七”事变起至90年代全区的自然风貌、经济状况、政治、军事、文化、民

俗等各方面的演变情况，尤其是突出记载了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做

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是一部具有独特文化学术价值的区

情全书，对于我们鉴古知今，兴利除弊，继往开来，再铸辉煌，必将产生积极

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编修《忻州地区志》是上承祖宗、下惠子孙的

“功德工程”，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建设，其本身也必将载入忻州地区的

历史史册。地区史志办的同志们十年如一日，不畏艰难，矢志不渝，辛勤耕耘，

～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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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著述，终于完成了这一功垂千秋的宏篇巨著。这里，我代表中共忻州地委、

忻州地区行署向所有为《忻州地区志》编纂出版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推古验今，所以不惑。"

编史修志，以“存史、资治、教化"为目的，古今皆然。从现在起，再过3年，

我们就要跨入21世纪了，在这样一个世纪和历史的交接点上，编修出版《忻州

地区志》更具有划时代的特殊意义。相信全区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都能借用本

志提供的丰富史料和历史经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更快、

更坚实的步伐，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新篇章。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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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详今略古，求实存真，全面记述全区自然与社会各方

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取材以现行行政区划为主，个别重大历史事件按历史区划变更取

舍，少数统计数据因隶属关系变化难以分开者随文括注。

三、本志上限一般从1937年7月记起，少数编章贯穿古今或追溯事物发端；

下限截至1988年底。

三、本志体裁采用序、志、传、记、图、表、录7种，以志为主，其余或

独立成编或随文穿插。 ．

四、本志篇目按当今社会科学和行业分类，采用横排纵写的方法记述。

五、本志人物部分坚持生不立传和本籍为主的原则。

六、本志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时间记述采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1912

年后采用公元纪年，1937年前年份在章节中首次出现括注民国纪年。未注世纪

的年代，均为20世纪。

七、本志计量单位的用法，原则上以国务院198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原始资料记载不宜变更者仍保持原貌。

八、本志数字用法一律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1986年

12月31日公布的规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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