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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蓟县志》问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这是蓟县历史上第一部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纂的县志。
‘

。．

+．蓟县有着悠久的历史、秀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物产资源。早在五、六千年以

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绵延至今。蓟县人民勤劳、勇

敢、智慧，为追求政治光明、经济富裕、文化进步，在国内外强敌面前从不屈服，

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从不畏惧，用自己的双手甚奎鲜血和生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

化和近代文明。1927年春，这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此后，在党组织

的直接领导下，蓟县人民经过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光辉

业绩，谱写了最为壮丽的历史篇章。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蓟县人民英勇地参加

了党为挽救革命而组织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蓟县人民在异常残酷的环境中，

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创建了著名的盘山抗日根据地；解放战

争时期，蓟县人民把一大批优秀儿女送上战场，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诞生后，蓟县人民继承、发扬

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宏伟事业，蓟县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蓟县人民始终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一以贯之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全县经

济和社会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呈现出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繁荣景象：以粮

食、果品、瓜菜、苗木、水产、畜产六大商品生产基地为主体的农业目益兴旺；以

服装、轻纺、自行车零件、食品、建筑、建材六大行业为依托的县乡工业生机勃

勃；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科教文卫事业蓬勃发展；城乡居民的学习、工作、居住环境

显著改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当今，蓟县不仅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享誉海内

外，而且以名胜荟萃、风光绮丽著称于世。盛世修志，志以载道。蓟县几经沧桑，

而今已走上振兴、腾飞之路，全县人民在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这是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用鲜血、汗水浇灌出来的瑰宝。用志书将其

记载下来，存之于今、传之于后j是历史的责任、时代的要求。新县志编纂成功，

正是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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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蓟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扬前

人修志之精华，弃旧志之弊端，分门别类，翔实地记述了本地历史沿革、自然地

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物、风俗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包罗广博，追溯

久远，详今略古，贯通古今，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堪称各业之全史、

一方之百科。它在“资政、存史、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其他地方史书无可替

代的。

在蓟县发展史上，继往开来是每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唯通古今之变，

方晓兴衰之道。要谋求蓟县的发展与振兴，必须全面了解、稃学研究、正确认识蓟

县。新县志以记述经济为重点，突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人民群众的

历史作用，对于我们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正确把握蓟县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一般与特殊规律，大有裨益。现今，我县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正带

领全县人民实现党中央确定的第二步发展战略，奔向本世纪末小康目标。要承担起

历史赋予的重任，理应多懂点历史，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见未

来，才能在实践中减少以致避免失误。自古“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县志是我们各级干部的良师益友。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思想文化建设工程。六年来，县志编修委员会、县志办

公室和各部门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在市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在地方史志界专家学

者和市内外兄弟单位的帮助与支持下，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历史性的艰

巨工程，其贡献将彪炳史册。

中共蓟县县委书记 翟焕元

一九九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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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易寒暑，几度春秋。赖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凭县志办全体同志的辛勤

劳动，得专家学者的。精心指教，靠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新编《蓟县志》终于问世，

此乃蓟县人民社会文化生活中一件大事。
。 蓟县，素有修志之传统。据记载，明成化以前，已有两部志书刊行于世，后又

有明成化十四年(1478)、嘉靖三年(1524)、崇祯元年(1627)、清康熙十八年

(1679)、康熙四十三年(1704)、道光十一年(1831)的《蓟州志》先后问世，即使烽火

连天、兵慌马乱的民国三十三年(1944)也有《蓟县志》出版。这一切为新编(<蓟县志》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但旧志是聚几名文人，闭门而作，且多以封建伦理道

德观念为指导，重入文，轻经济；重帝王将相，轻人民群众；褒达官贵人，贬劳动人

民，门类较少，内容过简。

自民国《蓟县志》以来，凡四十余载，因战乱、动乱之故，案卷遗失，资料残

缺，要编出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确非易事。1985年3月，

我受县委、县政府之命，兼管修志工作，1990年以来，乃专司其事，深知修志之

艰。几年来，全体修志同仁，同心协力，含辛茹苦，克服重重困难，或深入基层调

研查访，或奔于外埠查档阅卷，或伏案斗室考证编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复

核校，数易其稿。他们默默无闻，笔耕六载，基于几千万字之资料，而成蓝本。蓝

本之后，不骄不馁，多方求教，拼搏数月，而成此书。其功可嘉，其绩可褒。

事成之际，我等断不会忘记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之厚爱。董老一博，生前曾应

允为顾问，筹划了本志的编修事宜。梁老寒冰不顾八旬高龄，专程指导工作，来老

新夏，曾五次来蓟，把手严教，年近古稀之时，尚酷署而来，阅稿数日。其他诸君

如鲍觉民、郦家驹、赵济、徐华鑫、曹振武、孔昭慈、杨自翔、．李继隆等，对本志

之成，给予了颇多帮助。

新编《蓟县志))120余万字，百余张图片。同旧志比，创新颇多：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突出经

济建设，突出生产关系的变革，重点记述生产力的发展，大书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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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用。注意采用现代化手段和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较全面的记载了蓟县各行各

业、各方面兴衰起伏的历史过程和经验教训，详细记载了建国四十年来，全县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

改革、开放政策给蓟县带来巨大变化和丰硕成果。她修于众人之手，资料来源于四

面八方，门类较全，内容甚丰，可谓蓟县各业之全史，蓟县之百科全书。尽管还有

诸多疵漏，但她不失为一部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

材，不失为认识蓟县，热爱蓟县，振兴蓟县的地情良书。

我期待《蓟县志》能在建设蓟县中发挥重大作用，我相信《蓟县志》会在蓟县的建

设中发挥重大作用。

蓟县志编修委员会主任 李福兴

一九九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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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为历史文化名城。自春秋以来即设县置州，世代相沿。境内遍布名胜古迹

如独乐晨钟，三盘暮雨以及黄崖雄关，不仅为旧志所盛道，且于今日津门十景中独

居其三，而盘山景物尤胜，山秀石怪，林深路奇，洵不愧京东第一山之称，以致清

乾隆帝触景而发‘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之情。

山川灵秀钟毓古往今来蓟县儿女，各瘁心力，为故土争光添彩。白莲教、义和

团之反封建、反侵略固足彪炳史册，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建勋业尤为辉煌。类

此地灵人杰，势将凝聚于笔墨而载于一方之志。此蓟县修志源远流长之缘由。蓟县

修志自明以来先后有州志、县志、山志、园林志殆十数种。志业不可谓不盛。

建国以来，修志事业曾先后三兴其事，而八十年代举国修志，尤称盛举。是

时，主事者为推动修志，颇汲汲于作育人才，乃委我奔走其事，遂于1983年在苏

州、武汉、太原及天津相继举办培训班四期，而天津则于1983年11月开班于蓟

县。华北、西北、东北各地修志人员负笈来学者近二百人，虽历时仅两周，但方志

与方志学之基本知识及修志条例已粗得其要。结业后散走四方，而三北志事乃大

兴，是蓟县复为北方新志事业之策源地，从而促进蓟县新志之编修。

山川人文不可以无记，而为无负三北修志策源地之盛名，更不可以不修新志。

1985年，蓟县当轴决策修志，并以李福兴同志总司其事。凡组织人员、搜集资料、

拟定纲目、纂修初稿以及入力、物力之周章，福兴同志无不亲与其事而备著辛劳；

共事诸君郭新纪、赵学海等同志亦能坦诚协作，昕夕从公，共襄盛业。《蓟县志》历

时五年，至1990年6月，成初稿百余万字，于是名城名志，蓟县之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以及社会、人物毕具于一编。今后为政者有所借鉴，而地方之文献足

征。

我谬膺《蓟县志》顾问之选，自定纲立目至纂成草稿，往返商榷者屡屡，深知成

书之维艰。今乐观厥成，欣然色喜。书成众手，瑕疵自所难免，历经审订，当可跻

于前列，固无需再加雌黄；顾随读全稿，于新志之编修，联翩浮想，颇有不能已于

言者。
。

新编志书之役，计今四十年，前三十年成效甚微，而近十年则蓬勃腾飞，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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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累，迄今县志成书问世者已三百余种，其接踵而至者为数尤多。核其所以能疏阻

塞、达通途者，诚与主政者之支持有关。志书之成，学术权威仅有助于内容之质

量，而行政权威则为志书成败之所系。(<蓟县志》始终其事者为资深领导同志，历届

主政者多予竭力支持，而志事之进展遂获顺利。其它各地修志亦多类此。

修志非一朝一夕之功，其成书时之主政者往往被摈于新志下限之外，业绩事功

不载志册，而成书问世又在在希求支持，主编者颇有难于措置之憾。此《蓟县志》所

以于1985年断限之外，别立((1986"--1990年蓟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纪略》一篇，虽有

迁就现实之嫌，但于志书之底成，大有裨益。此既可免下限一延再延，以致牵一发

而动全身，又可增补下限后之内容，使志书更趋完备。此未始非权变之措施。

地方志书以资料为依据似已为方志界所共识，而所谓述而不论乃指不以秉笔者

主观意志强作评论，而仍应立足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去伪存真，综合论述，俾读

者于叙事中得完整概念；否则或汇集资料，纂成长编；或类次排比，宛如簿册，则有

失志书信今传后之主旨。世有谓志无褒贬，实为皮相之论，而未识志书记事之真

谛。

志书当力求文字简炼，篇帙适中。若文字冗长，动辄一二百万言，无论人力、

物力之虚耗，即读者亦有难以卒读之感，徒失志书备参之效能。但当前志书篇帙，

日趋膨胀，我曾多次论及志书良窳，在质量而不在数量。衡以当世所需，百万字足

矣，而人微言轻，未能奏效。此又不得不再次吁请修志者珍惜笔墨以造福读者。

为山九仞，功在一篑，一志之良，端在总纂定稿之得力。成稿之后，历经审

订，每每众口异辞，要在择善而从。总纂既能虚怀若谷，勇于割爱，又能思虑周

详，自有主张，于指导思想、资料基础、叙事论述及语言文字四大端严加比量，精

雕细刻，如琢如磨，则良志之信今传后可待，亦无负于数年修纂之劳。 ．

我读《蓟县志》蓝本既竟，触景生情，思绪纷繁，随笔札录，权当一得之愚。适

(<蓟县志》主编邀我作序，乃濡笔记其遐思，固非拘于一志，或可备后来者采择。言

鲁语直，祈知者谅其老悖!

来新夏

一九九一年三月于邃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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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所记内容，均以现行政区划蓟县行政区划为准。

三，上限不定，原则上追溯到事物的开始。下限，原则上截止到1985年底，

个别事物，为照顾其完整性，有所延伸。

四、本志采用编章节目体，概述，大事记和附录不列编。
‘

五、本志以志文为主，辅之以述、记、录、图、表、照片。

六、本志按行业立志，按事物性质设编、章，不受行政部门所辖范围的约束。

七、本志以记为主，概述有述有议，余者只记事实，不加评论。

八、本志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沿用旧称，括以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后一律用

公元纪年。所称新中国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九、古今名称有变，一律用当时名称，括以现在名称。所记地名，原则上以

《蓟县地名录》所载为准。

十、本志所用数据，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不掌握的，采用有关部

门的数据。所有经济数字，不含驻蓟单位。表中空格表示无统计或不详。

十一，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人物以生年为序，以本籍人物为主，正面人

，物为主，以贡献和影响大小为主，不以职位高低为准，外籍人物在本县内贡献较

大、反面人物在县内影响较大，也予以入传。
。

十二，本志一律采用语文体，第三人称，力求言简意赅，通俗规范。 ．

十三，对较长的名词，首次出现用全称，以下用简称。

十四、本志所用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沿用习惯制，新中国成立后用国家法

定的计量单位。

十五、本志资料来源，以文字资料为主，多为档案、1日州志，旧县志和史籍资

料；部分来自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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