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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1

序

盛世修志。在共和国建国50周年、人类社会即将跨人21世纪之际，新编《柏乡县

志》就要付梓问世了，这是柏乡人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故作序以示祝贺!

柏乡地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已有人类聚居，

凿地稼禾，繁衍生息。数千年来，勤劳、淳朴、智慧、善良的柏乡人民，在征服自然、

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出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宝贵的精神文化，培育造就了众多

的杰出人物，为柏乡经济、社会乃至人类的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二十世纪，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富于反抗和斗争精神的柏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

卓绝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外来入侵的革命斗争。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先后有三

百多名优秀的柏乡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悲壮之歌。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半个世纪以来，柏乡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社

会主义建设之中，创造出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柏乡逐步建设

成为冀南著名的“粮仓、肉(蛋)库、花果乡”。在优先发展农业的同时，依托农业优

势逐步建立起地方工业、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国民经济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成

就辉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及社会进步事业发展迅速，成绩斐然，形成了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柏乡人民积累了丰

富的经济建设经验，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柏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富民、强县”之路，柏

乡的明天将更加辉煌灿烂。

“治郡县以志为鉴”。纵观历史，沧桑巨变，柏乡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争取民

族解放、人类进步的丰功伟绩和经验、教训，都应该客观真实地记载下来，彪炳史册，

垂鉴后世。柏乡县地方志办公室的编辑们这样做了。他们不负众望，铁心修志，秉笔直

书，历经五载，终于完成了这部反映柏乡历史的璀璨夺目的历史画卷。

新编《柏乡县志》内容博大翔实，文字简炼流畅，文图并茂，具有“存史、资政、

教化”之功用。该书编纂观点鲜明正确，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柏乡境域的历史变迁、人

口、土地、物产、人物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一部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和地情

特点的百科全书。大量的历史记载，使柏乡人民及子孙后代能够从中了解其祖先的智慧

和创造，了解他们几千年来在柏乡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大地上是如何劳动、生息、繁衍和

发展的。尤其是该书以浓重的笔墨着重反映了柏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新民主主

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发展历程，以及柏乡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所取得

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为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丰富史

料。志书还从不同的侧面突出反映了柏乡特色和时代特点，展示了柏乡在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时代风貌。该书的出版发行，会使更多的人通过读志认识柏乡、

了解柏乡、提高柏乡的知名度，促进柏乡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

柏乡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展望未来，更加信心百倍。让我们以志为鉴，发奋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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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将柏乡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把一个美丽富饶的新柏乡带人

光辉灿烂的2l世纪。 ．

中共柏乡县委书记营新月

柏乡县人民政府县长 闫九旭

二ooo年一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3

序 二

治县者以志为鉴，而欲臻至治，必以前事为师。志乃信典，稽古以察今，趋利而避

害。、

柏乡之域，物华天宝。唐尧筑尧城于小里岗，后为柏乡侯国治；东汉定鼎开国，光

武部南称帝，帝迁，于部置冀州治；隋置柏乡，曾为赵州治。其地杰，燕赵部城之战，

梁晋柏乡之役，燕梁灭而赵晋兴；其人灵，焦旭、董讷、魏裔介、王汝琪等民族精英层

出不穷；其原秀，禾茂黍丰，素为冀南粮仓、肉库、花果乡；其民善，博爱慷慨，忠厚

勤勉。其人其事，可歌可颂，历代先贤集其精华，撰文志之，世代文明，彪炳史册，至

珍至宝，惠及子孙。

柏志肇始，远于宋代。故宫博物院现存《柏乡图志》书目，因其精于图经而不具体

例，其作应为宋代抑或更前。尔后修撰，世代不辍。明清时期，成书最夥。明嘉靖志

本，体例初具，图文兼备；明万历志本，神韵俱佳，收容详全；清顺治、康熙、乾隆志

本其内容与形式El渐丰富，其体例与结构日趋完善。至民国志本问世，志体基本臻于成

熟，依类分门，类为一志，横排竖写，以时为序。但是，历代旧志无可避免地缺撼，重

人文，轻经济，为达官贵族树碑，为忠孝节义立传，鄙视劳动人民，回避社会矛盾，在

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志书经世致用价值。

新编《柏乡县志》，首设概述，载叙载议，提纲契领，言简意赅，浓缩古今，弥补

了历代旧志的一大缺撼。前置大事记，要事环接，配合概述，勾勒出柏乡自古至今的发

展史。在地理、建置、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土、人物志中无不突出发展经济的

主体，充分体现着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真谛。·条主线，贯穿始终，前呼后应，相映成

辉，不但继承了历代旧志的优点，克服了历代旧志的不足，以翔实的资料，突出的特

点，正确的观点和严谨的表述，使体例更加完善，结构更加科学，门类更加齐全，内容

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完美，洵为一部精品之作。

余家与修县志有缘，自明至民国，代不乏人。若明代，祖谦吉之于嘉靖志，清代祖

柏祥之于顺治志，祖裔介之于康熙志，民国间族人永弼之于民国志，或主修，或与修，

或已付梓，或未梓而佚，于乡邦文献，功莫大焉。今欣逢盛世，复有修志之举，连科不

才，未能亲与其役，以视列祖，愧当何如!兹弁言简端，以志吾愧。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优秀专家

魏连科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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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柏乡境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

和现状。 ‘，

二、记述范围：地域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历史上曾属柏乡管辖而后析出的

一般不予记述，但和本政区有联系的重要人物、事件则予以记载；时限范围。本志为通

志，记述内容纵贯古今，上限溯自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断于1995年底，个别重大事件

延至1998年底。

三、体例结构：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概述综

述县情，钩玄提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各专志横排竖写；人

物，对贡献大、影响面广的革命烈士和已故的英雄模范、知名人士及清正官吏等立传，

以柏乡籍为主，兼收客籍人物，同时选择个别反面人物入传。对成绩卓著，有所建树的

生者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散记在有关章节中或列入人物介绍；限后大事概要，客

观记述1995年底至1998年底县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及经济发展概况；录，将各志不能

容纳又有入志价值的资料集为附录。
‘

四、记述文体：除篇首概述，其它均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论。

五、．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传统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指1945年11月9日柏乡县解放前后。“建国前

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名称：使用古地名，用当时名称，括注今名；现代地名，用标准地名；组织机

构、会议、文件等名称用全称，如需要可括注简称；记人用第三人称。

七、数字：凡表示数量的，除历史文献摘引、固定词组、帝王纪年、习惯用语外，

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八、数据：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用有关单位提供数字。

九、计量单位：建国前用原计量单位，如折合成法定单位的则予括注；建国后除土

地面积用亩表示外，一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十、志书资料来源：档案局、统计局、历代史志书籍、党史资料、有关报刊、专著

和县部门资料以及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核实后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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