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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9年7月)

名誉主任姚文学(县委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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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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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堂马福元郝兰珂马国秀刘希连
～

牛书平王听瑞袁泽云+王，．燧王三元

毛红军程玉清袁天军郭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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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历任领导及委员

1984年5月

主任彭运枢

副主任吴守仁张俊廷张鹏楼

1985年10月

主任蔡盛德

副主任李德新段保福张鹏楼

1986年6月

主任郝守俭蔡盛德

副主任段保福李天乾李德新

1988年9月

主任彭运枢

副主任段保福张鹏楼李德新

主任李绍彬

副主任段保福李德新

主任高瑞芹

副主任段保福李德新

1991年7月

1992年

1994年7月

主任王树理

副主任王连芳李天乾董英



1996年4月

主任杨华云

副主任王洪民吕庆和董英一

1998年7月

主任刘庆仁

副主任王洪民吕庆和董英

．， 地方志办公室 ，

主任段保福(199 1．7—1993．4)
董英(1994．7一 )

副主任张鹏楼(1984--1991)
黄立新(199 1．7—1993．4)
崔瑞平(1994．7·1996．6)
齐瑞良(1996．4—1996．12)

王凤和

陈寿林

陈广秀

李庆文

崔瑞平

刘希连

张德华

牛书平

历任委员『，任职先后为序，重复只署一次J

陈福元

郭学文

袁金平

马俊山

张贵籍

郭玉臣

董玉良

王听瑞

靳玉峰

李万贞

张步廷

张金贵

李凤长

程振昌

郭振

王燧

(1984．5—1998．7)

马农业

乔文泉

李振斗

张庆周

张玉山

袁泽云

胡梦林

王三元

侯宗跃

宋振香

孙思孝

崔仲安

吕正堂

囝士学

马福元

程玉清

宋苗欣

毛红军

魏佳喜

李树海

黄立新

郝建民

许洪民

郭风华

李凤歧

张文清

王玉秀

张新昌

马国秀

栗泽民

郝兰珂

张咏诗

杨洪振

李刚毅

李俊琪

杨振国

郭英杰

路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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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l缶漳县志》编纂人员

主 审董英

主 编郝向礼黄浩张子欣

副主编杨克梧杜锦霞孙明信

总 纂郝向礼黄浩

编 辑赵振宇张玉运毛红军

校 对郝向礼黄浩张子欣杨克梧李凤长陈志宏

王光明李学全康学民王炳师

绘 图张子欣

摄 影李梢韩正义李志红高保平

封面设计董英李梢

曾任主编段保福(199 1．10一1993．4)

崔瑞平(1993．4—1996．6)

曾任副主编黄立新(199 1．10—1993．4)

齐瑞良(1996．卜1996．12)

●
“

临漳县地方志编纂人员

主 编黄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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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李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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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漳县志》撰稿人员及提供资料稿人员

郝向礼黄浩张子欣杜锦霞杨克梧孙明信崔瑞平齐瑞良

赵振宇张玉运毛红军郭晓光郭超陈金堂陈金明王文武
●

王玉廷尹大仓邓中堂乔文泉刘克俭陈景岳高德钧郑文谦
r

杜红旗李运生李笑谁张文杰张学军荣已任赵海民黄全

郭明书段保禄苗春江董会林马运生郭凤朝 张海印郭长青

李凤长王福生赵生郭贵昌 高增华张建军褚新民(女)

杨巧凤(女)陈志宏(女)郭春梅(女)李书环(女)周君丽(女)

《临漳县志》省级评审专家

许明辉 吴芳林 刘瑞恒 武铁良
。

邢彦楠 李中宁 路殿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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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一
2 “

一

、 ’。
r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临漳县志》即将付印。各编纂人员以马列
、

、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

审视历史，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反映历史。几度寒暑、呕心沥血、广征博

采，精心雕琢，终于众手成书。在此，我代表县四套班子和临漳55万人民向所

有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向全体编纂人员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

，。 一 ．’

临漳历史悠久，文化渊源流长。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一前643

年)筑邺城，距今已2600余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邺城以其优越的地理位

置、便利的交通条件、雄伟的城市建筑，灿烂的民族文化，先后成为曹魏、后

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作为黄河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一

中心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在古邺这块沃土上，众多历史人物曾创下无数可歌可

泣的业绩。西门豹投巫凿渠，恩泽后世；曹操兴建邺城，奠定邺都基业；五胡

争霸，石勒据此而龙兴；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开创并繁荣

了。建安文学。，邺城被誉为。中原文化之阶”。临漳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临漳儿女不畏强暴，热血铸就大业。临漳县第一名共产党员陈辑五，第一

任党支部书记董兰亭，第一任抗日县长乔瑞生，第一任工委书记李亭以及抗日

名将、三军楷模郭好礼，巾帼英雄，革命先烈王婉贞等无数革命志士，为民族

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光辉业绩至今传颂于漳河两岸。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不

惧险恶恐怖、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慨，将永远激励着临漳

人民自强不息、奋勇前进。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一个富饶、繁荣、稳定、文明

的新11盎『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 ·?叫一

’

’ 。

i，f ， ．：

盛世修志，志传盛世。在新编《临漳县志》即将成书之际，全县人民要高

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发扬革命先辈的创业精
，

～-

tl

神，同心同德、改革创新、自强奋进，以更加优异的建设成就迎接新世纪的到

。j，．“
』 。· ，‘一．j ‘： 一，o“一；． ．

-．

一．，：

来。
’

’

‘

1‘

l。
‘

c+： 一l一， 、． ⋯．’。
1。

一

，、

’‘

中共临漳县委书记姚文学
●

●

’

～

。，
’‘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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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临漳县志》即将成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临漳县第一部较为完整

的志书，是我县两个文明建设方面又一重要成果，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

修志存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央，省，市对此项工作极为重视。县

委、县政府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机构，组织人员，从人力、物

力、财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新编《临漳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反映历史，

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达到展现历史，服务当代、启迪后人的目

的。

新编《临漳县志》，卷目齐全、章节有序，体例严谨。全书茹卷，150余万

字，它以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记载了临漳县有史以来建置、地理、人

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情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是县情的真

实写照，可谓临漳县新的百科全书。

新编《l临漳县志》，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临漳古属邺，邺为六朝古

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志书在《政区建置》、《古都邺城》、

《建安文学》、《文物与名胜》、《漳河》等卷中重点挖掘，以详尽的内容，突出了

地方特色．志书用大量篇幅记叙了建国以来临漳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绩；重点写了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临漳人民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

的重大成就，体现了时代特征。

新编《临漳县志轨渗透着所有编纂人员的心血。他们不计名利、不计得

失，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写好志书，他们查阅了大量典籍，搜集了大

量资料，数载伏案、几易其稿。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奉献精神表示崇高

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预祝新志书为全县人民所接受并收到良好的效果。

临漳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庆仁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日

厂午



凡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临漳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时间断限：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95年，部分章节延至搁笔时．

三，内容编排：志首设《概述淞总揽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历史脉胳，志文

分36卷编排，末为《附录》及《修志始末》．

四、编纂原则：本志为通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横排门类，纵叙史实；除《概

述》略加评点外，其余均述而不论；《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五，体例运用：本志为卷章体，卷下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别卷设子目记叙．

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形式，以志为主．照片适当集中排列，图、

表分别附于有关部分．

六，记述文体：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一般不加注

释．．

七、纪年方法：清代及以前，用帝王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1912

年至1949年9月30日)，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公元前加。前’，公元后不加公

元．1949年10月1日以后，用公元纪年。

八、数字表述：以国家语委等七个部门1986年12月3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九、计量单位：本志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

行)》为准。

十，立传人物：本志不为生者立传。入传人物为各界有较大贡献和影响的名人，要

人．以正面人物为主，兼收反面人物；以本籍人物为主，兼收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物。

十一、简称使用：对各种机构、社会团体，部门和文件、会议名称，在行文中第一

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对历史人物的称谓以当时的名称．解

放前后，以1945年10月4日临漳县城解放为限；建国前后以1949年10月l El为限．

十二、资料来源：旧志资料．档案资料、党史资料、报刊资料，统计资料、口碑资

料及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所有资料均经考核鉴别，去伪存真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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