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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副局长 王彤

、 据历史资料记载，在明末清初，我国人民把烟草当做防病．‘治病之良方。
清代著名文学家赵翼在诗中对烟草的作用做过形象聪描述；“喷浮银管香驱秽，
暖如丹田气避寒，赢行先生会老健，鼻尖出火骇旁观l!"这位文学家以吸烟为

去污秽，避寒凉、使人健康长寿的良方。一位英国作家说过：“在所有的东西．
。

都是制造出来的情况下，没有一件比这件(烟草)造得更好了。它是饥饿人的食
物，哀愁人的兴奋剂，失眠人的酣睡，冻得发抖的人的炉火。先生，普天之下

没有任何香草象它一样。静这旬名言至今还刻在英国加拉赫烟草公司的墙壁上。

当代作家朱自清风趣地写道：“再论那吐出的烟，袅袅地缭绕着，也够您_厨

两回地捉摸，即便在百忙中，也可以让你轻松一回⋯⋯。一从这些古今中外的

名人名话中可以看出，烟草在吸嗜者心目中，+如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必需，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烟草虽然有一定危害成分，但是几百年的历史证明烟草

’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产中不可离开的_种消费品，成为接人待客．进行感情

交流，促进社会互动的不可缺少的媒介物。
’

保定烟草源远流长；早在清朝乾隆年问就素有“京西大烟叶竹之美称，为
皇帝贡品。几百年来，勤劳智慧的保定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保定古志有许
多关于烟草的记载。 ”

’解放后，保定烟草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烟草行业上交的税利占

保定市财政收入的30％左右·卷烟回笼的货币约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5％，这

’就意味着人们每花掉一百元钱就有五元用来买烟。因此，发展烟草生产，做好

卷烟供应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o

．’ 盛世修志，鉴古而知今。1987年4月，保定卷烟厂，烟草公司，烟草专卖

局为回顾既往，总结经验教训，探索规律，策励将来，抽调人力，物力，财力，

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30万字，70幅图片的专业志书，这是一笔有
： 益当代，惠及子孙的精神财富o

<保定烟草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详今略远。
书中真实记述了地方烟草发展史，’述及了朱德总司令、康克清，聂荣臻，杨成’
武，王平，林铁等老一辈领导人对保定烟草行业的关怀及影响，也用大量资料
真实地记载了建国以来保定烟草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几次大的工作失误；记载了

徐永康，王文远．刘洵轩，赵光璧、杨崇肖等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生动事迹。

／厂o



同时还无情地揭露了英美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军对保定地区经济侵略与掠夺的

罪恶事实。前人之事，后人之师，通过研究历史与现状，可以展望烟草事业的
发展前景。

《保定烟草志》是一部符合保定区情，具有保定特点的专业志书，它将成
为对保定烟草系统广大职工进行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是保定

烟草行业各级领导运筹决策，改进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借鉴与依据。在此，谨

向为志书题词的杨成武．林铁等老前辈和解峰，宋叔华等领导以及为修《保定

烟草志》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我们企望这部志书能在全省烟草

事业发展中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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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以辩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反映事物本质、揭示事物发展规律。

二．志以事分类，以时记述，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述．志，记．。传，图，

表，录并用。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力求编写上的创新特

色，观念上的时代特色、内容上的地方特色： 一 一

三．坚持志书的资政，存史，教育作用，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

力求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字质朴流畅，语句简明扼要。

四．上限清朝乾隆年间，下限1987年，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用括号夹注

中历纪年。为保持历史事物的完整性，对某些跨地区的历史事实记述，本志书

未予删除。 。。

■

五．志书共设十一篇，篇下设章，章下设节，节下设目。全书首篇设总概

述，统摄全书，各章设分述。概述有笔者的立场，观点及展望内容。大事记以

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彩色照片采用书首集中法，以瞰全区概貌。

． 六．凡年代，数量，金额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度量衡单位以标

准公制与市制，对历史上度量衡单位，予以折算或加注。 一

七．志书依据生不立传的原则，筛选在行业中贡献较大或有所建树的已故

人物立传记述。对调出者立传，以记本行业事迹为主，其它为辅。对有影响．

有贡献的在世人物，其事迹归述于有关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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