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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新编安阳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

性的统一。

二 新县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裁并用的体式，以

志为主体。少数篇章以时为序，纵贯古今；多数篇章“横排门类；纵写

史实”。全书由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教科文、文物、

社会、人物等篇及附录组成。

三 新县志的编写，立足现代，侧重近代，因事而异地上溯古

代。上限除大事记、文物、历史沿革外，其他篇章一般始于鸦片战争

(1840年)，下限为1985年，大事记至付印。个别篇章内容根据需要

上下略有浮动。 ，

四 新县志采用的资料，来自县直各专志、各乡(镇)志和有关档

案、图书等馆藏典籍或知情人提供的资料，以及专门调查访问搜集到．

的资料。编纂时，力求详实准确。

五 为避免重复，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散见于

《大事记》和有关篇章，不单设篇。

六 在人物志编纂中，坚持以近现代、本籍、正面人物为主和生

不立传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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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七 新县志采用语体文。对必需的专业性、地方性语词予以保

留；对引用的旧志文言资料，一般不加注释。

八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采用旧纪年，括注公元

年代。公元前冠以“前”字，公元后均不加“公元”二字。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以后，均用公元纪年。

九数字用法，按照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著录。

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行政区划，区、镇、乡、公社、大队和

村等称谓，皆按时序以实记述。

十一 度量衡以当时的用法为准，一般不予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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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育

历经7载，一部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方志即将问世。新编《安阳县

志》是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起步，在探索中开拓前进的。全县上下，

合力耕耘，共襄盛举，终成硕果。它填补了安阳县地方志中断了半个

多世纪的空白，为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安阳，镶嵌在祖国中原大地的一颗宝石。它有着巨大的魔力，早

在2,5 000年前，就被我们的先人看中了，爱上了，至今还留有他们

不可磨灭的足迹。为着它，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拓荒、争夺、开发、创

造，在不p-]的层次上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人世沧桑，历史嬗变。在

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出现过许多叱咤风

云的人物，流传着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保留下许多历史遗迹和文化

艺术珍品。这数不尽的瑰宝，皆是历史的见证。特别是当历史步入

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斧头和镰刀的旗帜，唤醒了这沉睡

的大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迷惘中苏醒，在抗争中前进，在改革中

渐次拓宽着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太行不老，似无字碑镌千载风云

变幻；洹水长流，像有声琴奏万世沉浮兴衰。谈今须论古，无古不成

今，历史永远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镜子。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去观察

一 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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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同一事物，往往领略各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纵贯古今，横陈百

业的志书，要再现偌大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纷纷扬扬的历史画卷，

纵然是大手笔，恐也会望洋兴叹，棘手却步。所以说，一部志书的纂

成是难能可贵的。它凝聚着全社会的智慧和辛劳，其“资治、存史、教

化一之功是不可低估的。当新县志纂成之际，我无限欣喜地向它寄以

衷心的祝愿，愿这部包罗万象的地方文献，能以朴实、严谨、科学的资

料，经受历史的考验，给今人和后人留下有益的启示。

中共安阳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民

1989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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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序 二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1 980年以后，随着全党工

作重点的转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为

了鉴古及今，振兴安阳，中共安阳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

于1 9 82年组建了安阳县志编纂机构，开始了新《安阳县志》的编修

工作。由于各级党政组织的重视，专家学者的积极支持，修志同志的

辛勤工作，各单位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历时7载，数易其稿，新的《安

阳县志》现在终于问世了。这是全县人民的一大喜事。

一部县志是一个县的缩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新县志，全

面系统地记述了安阳县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

现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均非以往任何一部旧县志所能比

拟。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它是我县的!‘百科全书丹。

安阳县位于河南省北端、京广铁路两侧i西接太行山麓，东扼华

北平原，南与鹤壁、汤阴为邻，北和临(漳)、磁等县毗连。。全县24个

乡镇环绕在安阳市区的四周。西部矿藏丰富，工业发达，厂矿林立，

水冶镇已凭借这一优势成为。中州名镇一。东部土地肥沃，水源充裕，

是全县粮棉生产基地。中国农业科学院早在1 9 58年就在白璧设置

了棉花研究所，现正扩建为棉、麦、玉米研究中心。加以境内有连接



序二

南疆北国的通衢，又地当晋冀鲁豫四省之要冲，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

地，今天更是建设现代化大有可为之乡。

安阳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向以开发早、经济繁

荣著称于世。据考古发掘所知，两万多年前原始人居住的洞穴，石器

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可在县境内找到遗存；而且从商王盘

庚迁殷起，先后有7个朝代在此建都，几度是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从而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像小南海的原始人洞穴遗址，万

佛沟的北魏石刻，独特神奇的唐代修定寺塔等，既是国家的瑰宝，也

是安阳的骄傲。更值得称道的还是人才辈出，英贤迭起。例如以顾

全大局、不计私怨而流芳千古的赵国名相蔺相如，出将入相，名重一

时的宋朝宰相韩琦，位崇师保的郭文简公，学究天人的许兵部侍郎等

等，都是在这里诞生、成长的。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安阳县不愧为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所在。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

削，加之天灾频仍，战祸连绵，生活在这块古老大地上的人民，长期处

于水深火热之中。1 9 22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党的组织，唤

起了广大民众，点燃了革命烈火，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

大山一，人民获得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阳县的历史揭

开了崭新的一页。全县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顺利地

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以主人翁的姿态，战天斗地，重整山河，使全

县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阳县和全国

各地一样，更加生机勃勃，日益繁荣，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全县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精神

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1 9 88年，全县社会总产值为9 6 1 21万元，比1 949年的5 1 39万

元增长了1 7．7倍；农民人均纯收入502元，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的1 9 56年49元的1 0．2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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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这次编修《安阳县志》，始终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坚持了。三新一原则，使所记述的各方面情况，基本做到了观

点正确，材料真实，详略得当，符合志体；体现了思想性、时代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具备了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的特点。

这部新方志的修成，必将充分发挥其“存史、资治、裨风教一和。利今世

而惠后人丹的作用，对于进一步认识安阳县：建设安阳县有着极为重

要的意义。因喜为序，并向所有参与编写和关心这部县志的同志致

以诚挚的敬意。

安阳县县长王新康

1989年4月

．11



序三

序 三

新编《安阳县志》的出版，是可喜可贺的大事。

从清康熙三十二年(1 69 3年)到民国22年(1 9 33年)的240余

年间，共修《安阳县志》6部，成为安阳的珍贵文化遗产。新志书的编

纂，参阅旧志，略古详今，弃糟粕，正谬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

事求是地记述了安阳县的历史变迁，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到1 98 5年的社会各方面的状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

量资料和历史借鉴，是一项浩繁的文字工程，必将利今世而惠后人。

《安阳县志》的编修，从1 982年4月组建班子，到1 989年4月

脱稿，历时7载。前4年，由侯德之、高岩主管；后3年到出版成书，

由我主管。县志稿的总纂，由亢耀勋承担。3年来的修志工作，使我

感受颇深。编修百万余字的志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所以能够完

成，主要靠了4个条件：其一，1 980年以后，全国逐渐形成。盛世修

志’’的形势。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修志机构，组织修志专业队

伍。其二，县委、县政府领导重视，将编修地方志列入工作议程。县

志编委会从始至终由县长牵头；1 984年以前，由原县长王大珍兼任

编委会主任；1 984年以后至今，由县长王新康兼任县志编委会主

任。平时主管县志编委会工作，除县长外，还有1名县委常委或副县
10·

熙

锈

鳓
蝴

锈

锈



序三

长。他们对修志过程中遇到的人员、经费、待遇等困难和问题及时解

决。其三，县属部、局、委、办和各乡(镇)大力支持，通力合作。其四，

有一支事业心强、精明干练和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修志专业班子。

编修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县志是非常必要的，但也确非易

事。它是有志于方志者的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因此，在志书出版之

际，谨向为编修《安阳县志》提供资料的部门和个人表示感谢，向几经

寒暑、夜以继日地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修志人员和参与《安阳县志》

编修、评稿、审稿的专家、学者、教授及有关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安阳县副县长杨旺学

1989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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