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蕊碱黧悫

梆l[圊容涉Z_：s吾署@

醒目莎虿Q

ic州嗍圊髫@一铡暗玲骘阈蕊H河粤簪疆鞭镱髫_鬟零鹫



笺

女

噍

，；

#

毒
‘。

i；，自m



序 一

第一部社会主义《项城县志》，历经了十几个春秋的孕

育，终于问世了，这是项城的可喜之事!

项城地处河南省东南部，颍河畔，淮河平原，土地肥沃，

资源丰富，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发祥地之一。项城历史悠

久，名人荟萃。东汉学者应劭，“建安七子”应场，《千字文》

作者周兴嗣，近代诗词家张伯驹，民国总统袁世凯，世界著

名物理学家袁家骝，祖籍均在项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人

们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翻身作主，过上了安居乐

业的日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广大干群思

想解放，精神振奋，在奔小康的大道上，谱写了宏伟的篇章。1990年以来，项城

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已形成以味精、皮革、医药为支柱，以纺织、机械、化工、建材

为重点的生产体系。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人均占有粮食突破千斤大

关，进入了省粮食生产20强县市行列。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形成了抽纱、轻纺、

劳保用品、塑料加工、毛笔棕刷、建筑材料等16个群体，10大生产区域。1996年

(1993年撤县设市)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收

入分别比1990年增长7倍、6．5倍、2．4倍和4．2倍。综合经济实力在全省116

个县市排序中，从1990年的第94位，上升到1995年的第25位，5年上升69个

位次，成为全省近几年经济发展最快的县市之一。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纵观《项城县志》编修史，明万历十八年(1590

年)、万历一I十八年(1600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乾隆十+年(1746年)、宣统三年(1911年)先后6次编修《项城县志》。由于

时代不同和历史的局限，旧志所记内容终不能脱出封建窠臼。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60年代初，县政府组织修志，搜集整理了一些资料，但因条件不足，未能

成书。

1982年，随着全国修志高潮的兴起，成立了项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总

编辑室，开始r征集、整理资料和编纂县志的浩瀚工程。历时十几个寒暑，经过

有关专家、学者多次评审和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始告完竣，其间多次承蒙省、地

史志编委的指导和兄弟县、市的大力支持，市地方志编纂人员默默无闻、辛勤劳

作，全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积极提供资料，通力合作。为此，谨向

为编修《项城县志》倾注心血、作出贡献的领导和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此届《项城县志》纵贯古今、横陈百科，洋洋百万言，以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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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项城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风土民俗等各

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发展与变化，经验与教训，真实地反映了我市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是一部很好的资料集、教科书。

我们诚挚地将这部《项城县志》奉献给全市广大人民，奉献给一切热爱项城、

关心支持项城的海内外朋友，并热忱期盼各位读者，从中了解项城、认识项城，以

史为鉴，为项城的繁荣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项城市人民政府市长孟维忠

199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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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项城地处豫东南，置县于二千年前，可称古邑。累世经营劳作，名人辈出。

东汉应劭，深谙经籍；曹魏应场，独擅诗文。有清季年，更有袁世凯以练兵起家，

游历大僚，进操民国政柄，至膺袁项城之尊称，于是项城之名啧喷人口而益以名

城著称。

项城之有志始于明万历十八年，方逾十年，复有续修之作。至清有顺治、康

熙、乾隆、宣统四朝之修志，前后综计项城共有六志。一县之有多志，足征前此志

业之恢宏。纵览前志，或续修，或重纂，终不脱封建时代之窠臼。而以崭新面貌

展现者，实自80年代创编新志始。项城早于60年代即兴编志之举，草成初稿，

’而体例、内容尚多商榷之处，遂置而未梓。1982年，项城县随着第三次修志高潮

之勃兴，建立组织，采撷资料，缀辑编纂，历时十余年，终成全稿，计21篇，89章，

百余万字，为河南省方志武库又增一剑。

人物为志书灵魂，固非此不足以见历史之进展，社会之动态。是以无论既

往，抑或当前，修志者颇注重于人物。旧例生不人传，近复有主张若生不入传则

志书缺乏栩栩生气，遂又创简介之体以记有事功之生存人，而《项城县志》之简介

则除人有事功之生人外，尚入传主事迹不足成传之殁者，虽与传统志例有所异

议，但面对现实生活，介而不传，犹不失为权宜之计，至以职务、职称为人志标准，

愚意未敢苟同。《项城县志》之人物更具探讨兴味者，厥为其邑有袁世凯其人。

袁世凯著籍项城，于清末之编练新军，有所贡献；旋又乘辛亥革命之机遇，独操民

国政柄，位极元首，权倾中外；终蹈复辟帝制之误，贻羞后世。其人其事，已有多

种传记论文，详加评述。《项城县志》初有为其设置专章以突出其位置之拟议，顾

以文字所限，何能尽其全貌，难免有顾此失彼之虞。愚以为此类人物，旧例概不

入志；今欲入志，不宜独立章节，顺述其一生，而应视其为项城之一人，仍依生年

为序，平列于诸人物之中，详述其在本邑之活动，略附其全国性活动，庶可二者互

补．各得其宜。

志书谋篇立章，创意较难，犹忆80年代之初，武汉编志人员，曾研究17部与

武汉有关旧志的篇目、体例以核定武汉志的篇目、体例。河南也编有《河南地方

志凡例序跋选编》备人翻检，对总结旧志，创编新志颇具参考意义。旧志流传久

远。或以不获卒读旧志，可从凡例、序跋略窥一二；或以全书已佚，仅存序例，亦幸

见吉光片羽。新编《项城县志》有鉴于此，乃于《附录》中辑入旧志序文、凡例并目

录。缀辑旧文，既可免利用者翻检之劳，又具“文征”之效能，二美毕具，有利后

世，曷可漠然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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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县志》始事至今，数易寒暑，而断限则止于1985年，缺空者殆十余年，

似嫌悠长，遂于个别章节略超不限，并于大事记之末延伸下垂至1996年底，补其

纲目，一则是时主政诸公之政绩可有笔墨依托，于加速志书之问世，有无形之裨

益；再则一县数年行事历历在目，可备修续志者征考，并能以之慰父老之乡情。

《项城县志》我素未与闻其事，只以涉及袁世凯，乃承河南方志耆宿杨静琦编

审谬以我曾撰著《北洋军阀史稿》，于袁氏一生略有涉足，而屡加推荐，并面嘱项

城县志办来商其事。县志办主任韩虹彩同志，不辞辛劳，几度来津，咨询垂问，并

坚邀作序。情谊难却，不揣固陋，略陈鄙见，以为《项城县志》贡一得之愚。是为

之序。

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

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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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纂《项城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广征

博采，实事求是，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起事物发端，下至1985年。个别章节略超此限，大事记延

至1996年底。·

三．本志结构为篇、章、节、目形式。概述、大事记、附录三部分不入篇序，置
于专志前后。专志设地理环境，人口：政党，政权政协，群众团体，政法，军事，农

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财政税务金融，经济管理，人民生活，教育

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民俗方言，人物，乡镇简介等共21篇，120余万字。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规范的简化字。述、记、志、传、图、表、录

诸体并用，以志为主。图表随文，分附有关章节之中。

五．本志横排竖写，以事分类。同时，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力求突出时代特

色和地方特色。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表现手法，记述自然变化和社

会发展过程中的大事、要事、新事?

七．人物篇对古、近代人物，凡旧县志已载的一般不予重录，只记少数在群众
中流传较广的人物。收录的重点是对人民有一定贡献且有较大影响的各界人

物，而不以出身贵贱、职务高低为限。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有突出事迹的在世
人物，收入简介。所记人物，不溢美、不隐恶，褒贬见诸事迹之中。

八．地名、机构及官职称谓，均以当时当地的习惯称谓为准，古地名必要时加

注今名。机构名称较长且使用频繁者，在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后加括号注明简
称，以后均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项城县委员会简称中共项城县委或县委。项
城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或政府。政治或专业术语，也可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土地改革简称“土改”，“王洪
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简称“四人帮’?等等。

九．数字用法，按1987年2月1日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书写。

十．志书资料来源，在《附录》中详细注明，为节省篇幅，不再随文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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