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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惠及子孙。作为县党政首脑，颇晓以志为鉴。自故城建置至今已近800载，上

溯至隋代乃至更远。其问，勤劳勇敢的故城人民为发展中华民族灿烂文明史做出

不朽贡献。尤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故城大地，发生历史巨变，斗争惊天地，泣

鬼神，成就亘古未有。将先辈与今人以血汗写就之历史，记录成文编纂成册，对

当今乃至未来，不失为珍贵文化遗产。然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未曾续修，实

为一大憾事。今日新编<故城县志》成书，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

疑为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实际生动的乡土教材。

新编《故城县志》摒弃旧志重人文轻经济重官宦轻平民之弊端，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史，秉笔直书，以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建设为重点，

兼及其他方方面面。纵贯古今，横纳门类。力求以鲜明的时代性，突出的地方性，

翔实的资料性，严谨的科学性，勾勒故城发展之大体脉络，各业之兴衰起伏，旨

在鉴古知今，继往开来i ]。 、

，。

．新编《故城县志》因其纵贯古今，包罗百科，系巨大综合工程，须赖盛世，靠

众手，值逢今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为编修县志创造政治、社会条件。此次

修志始于1986年春，我们奉调莅临故城，已易两任，感谢前任县长尹久成、孙志

人为编修县志奠定的基础；感谢主编崔衍国与副主编杨玉春、王玉玺、鄢玉玺、董

树深、王希跃等同志带头撰写重点编章，与其他编修人员六度春秋，百余万字六

易其稿，默默笔耕，精心著述；感谢各部门、单位提供材料。感谢省、地两级地

方志办公室，多地史志界专家、学者、教授，省内外兄弟县市给予热心的帮助与

支持。 ．， 、u

<故城县志》出版在即，写几句话，权以为序。 ．

中共故城县委员会书记徐殿仓

故城县人民政府县长石金义

1995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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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二

序二
(一)

方志之名，始见于《周礼》一书。它是记载周王室官制兼及战国

制的专书。《周礼·春官·外史》云；“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

地官·诵训》云：“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上述所谓“方志”，

志”简称。郑玄注“外史”条云：“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

之《祷杌》。"可见方志原是四方诸侯国历史的原始记录。方，即地方之意，它是

针对王权中央而言，即王笺之外各诸侯国以及四方少数民族、部落等。当时各诸

侯国的史书，王朝中央统称之为“方志"或“四方之志"，故梁启超谓：“最古之

史，实为方志"。其论甚是。郑玄注“诵训”条云：“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

。王观博古所识。"意即诵训官将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内所记久远之事，报告国王，使

能广泛了解各种情况以作为天子施政发令之依据。可见方志对于国王施政具有重

要意义。其后，郡县取代侯国，地方志的资政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地方志在漫长

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容逐渐丰富，体例日臻完备。汉、唐、宋、元、明、清以至

民国，累修不止，成书甚多。地方志是以历代行政区划为单位，将一地的自然、地

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物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汇集于一书，其

所承奉的任务，已远远超出原始单一的历史和地理范畴，已经形成一种多科性、综

合性的地方百科全书。由于地方志具有“经世致用’’功能，深为历代统治阶级及

学人所重。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数量上嗜，尽管有相

当数量地方志书散佚无存，然流传下的旧志仍达8200余种，10万余卷。包括通志、

府志、州志、厅志、关志、岛屿志等。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山、水、寺庙、名胜等

志。有人统计，全世界现存的中国方志达11000种。且全国古今各行政区划，包

括省、府、州、厅、县皆修有志书，数量相当可观。如此纷繁、系统的地方史料，

是二千余年里陆续编成的。它是从地方微观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历史不可缺少的基

本资料。中世纪以前，其他国家很难找到与中国地方志相似或相同的文献。英国

李约瑟博士认为，希腊和希腊化的古代文化没有留下与此相似的文献，而且从中

世纪初期以来，这类著作似乎也不多，一直到了公元13世纪，才出现了一部法文

的《耶路撒冷城志》，还有《希伯来地方志》，在近代初期英国出现了《大不列颠

志》。可见，地方志是中国文化的一项特殊结晶，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地方文献。

关于地方志功能，前人之论甚为精辟。例如近代史学家、方志学家吴宗慈认

为：。大抵学术之应用，有属于精神者，则哲学之范围；有属于物质者，则科学之

范围，吾今持此以论方志，方志因有其精神、物质二者之用地。”吴氏还认为，方

志优于国史，“吾国正史所留之缺憾，为现代新史家疵议者，每谓正史二千年来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二 ·3·

记载，只有国家而无社会。然则方志之所重者，诚有超乎正史之上者。"这是因为

一地之人“自述其地方之历史沿革一甚为清楚，记述更为准确；对于山川道里之

险阻通塞，距离远近，颇为熟悉，记之于方志，。国家有大兴革，俯拾即是"，学

校书院之废兴，教育政策之演进，从实地记述，能“定推动之万策”；方志记述民

情，若加汇集，能“求折衷尽善之方"；一切农工商矿等生产之记载，“惟方志是

赖’’。所以吴氏称方志为“吾国一切所有之总底册’’，“国家无量之宝库’’，“有系于·

全国大计"，这些论述恰到好处，深刻揭示了方志的史料价值所在。

著名史、地学家顾颉刚在将方志同“正史"和报纸类比较之后，认为就材料

集中、分类明确来说，地方志书“以较正史，则正史显其粗疏；以较报纸，则报

纸显其散乱静。方志之编纂在我国已有多年历史，但真正利用资料进行学术研究，

在20世纪30年代时还如凤毛麟角，为此，顾氏慨叹道：“如此缜密系统之记载，

顾无人焉能充分应用之，非学术界一大憾事耶’’?从以上所论可知，我国地方志数

量虽大，资料虽富，价值虽高，而利用者鲜少。此种现象亟待改变。方志之可信

程度高，在于其资料主要来自地方官府档案，各种史籍以及史籍之外的经书、子

书、诗文集、笔记、信札、金石碑碣以及调查采访等。适如方志学家朱士嘉所说：

“其足资征信之程度，更有非意想所能及者。一地方志书，其包举之深广，沾溉之

宏富，可与国史媲美，其材料之可信，又可与国史互证，并补充国史之不足，实

具价值甚高的第一手地方史料。近代方志学家瞿宣颖特别总结了地方志有益于研

究者六大功用称：“就现存之方志历教其裨益治史者之途，犹有六焉：社会制度之

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I前代人物不登名于正史

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见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

为纲有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宜，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

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

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瞿氏在天津天春园阅读大

量地方志书，写成《方志考稿》(甲集》(1930年出版)，他对六百余种旧志进行考

察研究，辨其体例，评其得失，“尤其注意于所包之特殊史料刀，这乃是地方志有

别于“甘四史"、《通鉴》、<九通》、各会要、会典等史书的精华所在，或不见载于

国史者。． 毒

各种体裁的国史，内容限于国家大体，而于地方社会情形绝少载录，即“只

有国家而无社会"之谓也。我国治史者，历来以治国史者为多，即使新中国建立

以来，此况仍因循未改，有人认为治地方志为雕虫小技，有伤学者大雅，违背传

统治史观念等等，其实不然，事实上凡属有成就的治史者，大多能够利用地方史

志资料进行研究获得成果。如郦道元‘水经注》为“集六朝地志之大成"之作。顾

炎武博采各府、州、县等地方志以及其他资料，撰成<天下郡国利病书》；朱彝尊、

陆心源皆据地方志分别撰成<日下旧闻》及《宋史翼》；陈垣据至顺《镇江志》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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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元也里可温考》一文，张星m据闽粤地方志撰成《菲律宾

考》一文1日本人桑原骂藏据闽粤方志多种撰成《蒲寿庚事迹

《崖州志》撰成《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罗尔纲、朱子爽等

得许多有关太平天国资料。以上诸例，仅就治史所获部分成果

方志取经济、政治、地理、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成果亦不胜枚举，

然，总百々看，学者们利用地方史志研究史学，尚不普及，亦尚

地方史料中披沙炼金，洞察我国社会底层情形；各地租赋、徭

地风土民情，以及地方职官、选举、地理沿革等情况，地方志

于地方志历代累修，具有连续性特点以及多科性特点，它可以与连续编写的国史

并列成为中国史学的两朵奇葩。 。

，

中国地方志从其产生到形成为一种特定体裁的著作，经历了长期复杂演变过

程，’它既受全国总志影响，如《尚书·禹贡》、《周礼》、《山海经》及《汉书·地

理志》等I同时，又经历了地记、图经到地方志等几个主要历史发展阶段。例如，

自西汉后，由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豪族势力成长，地记著作(如风土、山川、物

产、人物等)出现。魏晋之后，地记著作显著增多。内容多为风土记与风俗传性

质，有的侧重志地理物产，有的侧重志人物史传。图经之作，虽始见于东汉，然

图经之盛行，乃是隋唐以来之事。图经之书，以图为主，文字为辅，至北宋末年，

图经向大量文字记载方向发展，图退居于附录，有的甚至摈弃不用，只保留经文

部分。事实上，图经已经演变为地方志了。如北宋元丰年间《九域志》，是王存据

《九域图》重修而成。由于不绘地形，难以称图，更名为志。至南宋，图经之名，

已成为地方志通称。如《严州图经》改称《新定志》即其显例。上述例证说明图

经发展至南宋已完成了向地方志的过渡。此后的一统志、通志、府志、州志、县

志中，一般卷首皆附有地图，这不仅说明全国版图与地方地图在志书中的地位及

作用日为重要，也说明以往图经形式对志书的影响。可见一部内容充实，体例完

整的志书，应该是图文并茂的。清代史志学家章实斋强调史志立图之要义云：“史

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日‘书，，日‘传，；无文辞者，日

‘表，，日‘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章氏在论及表和图

在史志中作用时云：“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于文辞；史不立图，而形状

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虽有好学深思之士，读史而不见其图，未免冥行而摘

埴矣。"此言甚确。史志之书，仅有文字，事物形象难以肖妙地描绘出来；仅有图

象，复杂事物则难以反映全面。只有图文并用，相辅相成，详略互见，虚实相资，

才能正确、形象地表现事物的本来面貌。南宋史家郑樵云：“图成经，书成纬，一

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古人为学，至纤至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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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以明学术之真谛。由是可见，图学《主要

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最初地理知识的表达，很

先于文字而出现，且最为直观。图学之中，特

别是地图与方志不能截分两途。一个时代的制图成就，应该反映于该时代的图经、

图志以及各类志书之中，这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北宋李宗谔云：“昔汉萧何先

收图籍，赵充国图上方略，光武按《司空舆地图》封诸子，李恂使幽州图山川，并

燮定封域，章施丹采。今闰年诸州上地图，亦其比也。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

。 之别。"北宋王存提出图、志、籍三者会为一书，而成方志，其论云：“臣闻先王

建国，所以周知九州封域与其人民之数者，诏地事则有图，诏观事则有志，比生、、

齿则有籍，近世撮其大要，会为一书，趣时施宜，文约事备，则唐之《十道图》、

本朝之{：九域图》是也。一此皆为志、图一体之证。 t。
，

?

志书体例乃是志书独特编纂形式，‘这种形式是经过千百年修志实践而逐渐形

成的而且继续在演化，然其基本模式业已约定俗成。志与史虽属相近学科，同属

社会科学范畴，然其所不同之点也很显而易见。从记载内容及范围看，志祥史略。

史存大体，志务详尽。史所记内容比较专一，志所记内容范围极广。史以记过去

为主，志以记现状为主，兼及以往。从编纂体例和方法看，撰史要求史论结合，要

有作者观点，要总结事物发展规律，可述可论；志书一般不论证，不议论，基本

上是资料的科学排比，从资料排比中体现事物发展规律性。史一般用编年体，或

纪事本末体，或纪传体，以大事记为主要线索；志则用志书体，横排竖写，各体

兼用。通常使用志、纪、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各有专用。撰史以

年代为经，以事件为纬著述往事，一般纵写，采用历史分期法，侧重从纵的方面

反映历史连续性，故史体纵看，志侧重从横的方面来表现各种事物的广泛性，要

求按事物类别记述一方历史和现状，注意横排，纵横结合，以横为主，志体横看。

篇目横排是志书特点所在，篇目在旧志中称为“门类"，它是志书的框架、蓝图。

瞿宣颖云：“凡志之佳恶，不待烦言，但阅其门目，便知有无鉴裁之力。一．又云：

“故欲精志例，先求分目之允。一这里所云：。门目刀“分目之允"，是指横排门类以

及是否得当，方志基本编纂形式是以类系事，所以制定篇目，实际就是科学横排

门类。具体言之，是将要叙写之内容，首先进行科学分类，先分大类，再分小类，

小类下设目若干，反映到志书上即编(篇)、章、节、目等层次，逐层相辖，这样

横剖既尽，则以前千头万绪，纷然陈杂的史料，便在大类别之下显示出了它们的

一般性，在小类别之下显示出了它们的特殊性。条目叙写，一般按时问序列将史

实加以编制，经过这样编制，则史料所突出来舌々便不仅仅是它的性质，而且也是

该史实发展演化过程。凡属可以做时间追溯的事物，都要经过这样条分缕析，按

照时间序列进行编制，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某种事物的规律性。这就是方志叙

事之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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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国新编县志现行体例的总体结构，一般是由概述(总述)、大事记、各专志

(含人物)及附录四个部分构成，也有人将人物从专志中独立出来，形成概述、大

事记、各专志、人物及附录五个部分。从实践看，这种结构模式比较合理，尽管

尚有未尽人意之处，然其影响巨大。如新编省、市、区、县、乡、厂矿企业及各

事业单位等志书，基本沿用此例，事实上，已成为8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撰修志书

的通行体例。 ．

’

·
一

1987年秋，我应邀赴河北省衡水行署，为地、市、县各级方志编修人员讲授

方志学理论。1988年4月，又受故城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之聘，为该县修

志学术顾问，同月下旬，应故城县志办公室之邀前往讲授方志学理论。此后，与

故城县往来颇多，凡属有关县志编纂事宜，多所参与、指导。如设计与调整志书

篇目，审定修改县志初稿及定稿等。1991年3月参加故城县志评稿会，对志稿提

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在会上作了题为《从新志体例演变趋势看深入研究旧志体例

的必要性》的学术报告。 、

故城旧志创于明永乐间，至清末已有数修，今所存旧志，有明万历间纂修二

种，清康熙、雍正、光绪间各一种。民国十年(1921年)有重印光绪《故城县

志》之举。关于故城旧志详情见拙撰《故城旧志源流考》一文，载于该志书中。

本届故城修志，距光绪旧志已有百年之久，时间相隔之久可以想见，从新编

县志内容体例看，一承80年代以来我国新编县志通行体例，设总述、大事记、各

专志、人物及附录，前有序言，凡例，图表插入有关章节，述、记、志、图、表、 ．

传、录诸体并用，采用中编形式，较好地体现了故城地方特点和时代风貌。专志

为县志主体部分，析为24编，即建置、自然地理、人口、水利、农业、工业、交

通邮电、能源、商业、工商管理、财政金融、城乡建设、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党

派团体、政权政协、司法、民政、人事劳动、军事、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

育及民情等，人物专设。框架结构严谨，符合志体要求。

故城县地处河北省东南边界，与山东省仅有卫运河之隔，全境为黄河，中积平

原地带，地势平缓。县界及境内河流纵横交错，素有。水陆要冲’’之称，宜于农、

商业和交通业发展，故城人民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如邑人窦建德及其友刘黑

闼等聚众高鸡泊反抗隋王朝统治；清末，县民加入义和团向八国联军展开英勇斗

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故城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曾做出了巨大牺
、

牲。

故城县志编者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原则，着力载述解放后，特

别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就、新变化和新气象。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该县自然和社

会诸多方面的实际情况，为地方和上级领导决策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保存了



大量系统的

新编故

次修志工作

编崔衍国，

稿，作用显

作，历时6

以致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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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宗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之观点、方法，以丰富翔实之资料，客观记述故城县自然、社会之历史、现

状。
‘

·

二、断限。上限一般始于立县之时，某些事物记述需追本溯源者则酌情突破

上限。下限至1987年底，某些大事、要事需叙其始末，保持其连续性，间有延至

1990年以后者，并以(‘ )示区别。

三、布局。一般于编首设总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纵贯古今，勾勒脉

络。之后为建置、自然地理、人口、水利、农业、工业、交通邮电、能源、商业、

工商管理、财政金融、城乡建设、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党派团体、政权政协、司

法、民政、人事劳动、军事、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民情24编，后为人

物、附录。编下设章、节、目。 ·．

四、内容。全面记述，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详记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来经济建设等方面情况，尤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为重点。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次重大政治活动，采取集中与分散记述相结合方

法，载于重大政治运动辑要及有关章节。

五、人物。遵照生不立传原则，记述对社会有较大贡献者，以本籍人为主，兼

传客籍人，对在各项事业中成绩卓著或有建树以及有代表性生人，采用以事系人

法，载录于有关编章。

六、体裁。采用志、记、传、图：表、录形式，以志为主。于若干编章之首，

冠以无题小序，以综合归纳，指明要点，或反映规律，彰明因果。于某章节内，记

有专记或附记，以补正文。

七、章法、文体。各类专志均以类系事，横排纵述，述而不论。必要议论，力

求简明自然，与史实、记述融为一体。文体除引用古籍原文外，均采用语体文，力

求严谨、朴实、简炼、规范。

八、简称。行文多涉中华人民共和国，除编内首次全称外，次简称新中国，余

均简称建国。解放，系指1945年6月27日故城县自日伪政权统治下解放之特定

时间。其他，首次出现标明全称，后则简称或加文内注。

九、称谓。政区及机构组织均系当时名称。除必要历史地名外，其他均用标

准地名。

十、纪年。除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之政权、军队和群团活动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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