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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曲江县志》的出版发行，是曲江历史上的一件盛事，是曲江人民

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可喜可贺!

地方志是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记载一地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

状的综合性著述；是反映一方地情的“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o

举凡一地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等等，无不包罗在

内。新编《曲江县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

是、求真求实的态度进行编纂，全面记述了曲江县自然和社会发展演变情

况，客观反映了各项事物的兴衰起伏，基本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既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和实用价值，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

特色。

我们共产党人为官一任，就是为了造福一方；要造福一方，就必须了解

一方的地情；要了解一方的地情，就必须读“资政、教化、存史”的地方

志。曲江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熟悉曲江是我们的优势。但

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常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居
曲江而又不甚了解曲江的感慨。读了新编《曲江县志》，受益良多，感到它

真是一位帮助我们全面了解曲江县情的良师益友。我们希望曲江县的各级干

部都能认真读一读这本志书，相信每人都能开卷有益。

县地方志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编辑人员)不辞劳苦，迎难而上，胼手

胝足十数年，终于成此鸿篇巨制i功不可没。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

意，并对省、市方志办公室领导以及所有支持和关心《曲江县志》编纂、出

版的单位、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县地方志办公室多次嘱我们为新编《曲江县志》志序。作为曲江入，当

然很乐意为家乡的修志伟业略尽绵薄之力，于是写了上面的话，举荐县志于

读者。权作为序。l

中共曲江县委书记 赖龙福

曲江县人民政府县长 江少强

1997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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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例

凡 例

一、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诸体。以志为主体。

二、结构。采用编、章、节、目的结构形式。总体上由概述、大事记

(以记述政治事件为主)、专志(共七大编60章)、附录四大部分组成。

三、文体。专志采用记述文体，概述夹叙夹议，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

本末体相结合。专志以文字为主、图表为辅。

四、断限。详今略古，贯通古今。上限不限，下限原则上截止于1987

年底。个别事目前后联系紧密、不可分割时，记述适当下延(例如，收录第

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989年村委会改管理区的内容等)。在附录中续记

1988年一1995年大事记。

五、纪年。清及以前朝代纪年使用汉字，中华民国(简称民国)纪年用

阿拉伯字，均夹注公元纪年(朝代纪年，每节中同一年号一般只注首次；民

国纪年，每自然段中一般只注首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简称建国

后)用公元纪年。清及以前月份、日期使用夏历(农历)，民国及建国后月

份、日期使用公历。

六、称谓。历史称谓沿用当时称谓，必要时括注今称谓。今称谓均使用

标准名称。字数较多的称谓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例：“中国共

产党曲江县委员会”，简称“中共曲江县委”)。

七、数字、计量。建国前部分基本沿用当时书写方法，必要时加以括注

说明。建国后部分遵照1987年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联

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1984年2月国务院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书写。1955年以前的旧人民币币值均已

换算成新人民币币值。特殊情况：下必须保留旧计量单位时，则加以括注说

明。

八、人物。人物传记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以本籍人物为

主，兼及外籍人物中的重要人物，排列均以各人卒年为序。有关在世人物，

或以事系人在各有关事目中记述、或以表格形式在人物表中记录。



凡例 ·3·

九、资料。本志所用资料大部分采自各级档案部门的档案资料、史书及

旧志中的史料、各部门专业志的资料(对于各部门专业志中的一些错误资

料，本志均作了修正)；极小部分为经过考证的口碑资料。所有资料及数据

均经档案、统计部门认定。行文中除必要时注明资料来源，一般不再注明出

处。

十、其他。文中多次出现“建国前”、“建国后”字样，指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年代”指2 0世纪×X年代(例：“30

年代初”，应读作。20世纪30年代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文化大革命期间”指

1966年5月一19r76年10月之间；“省府迁韶期间”、“曲江为战时省会期间”

指民国28年2月一民国34年1月(1939．2---1945．1)之间。

Z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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