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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盛世修志。如今政通人和，百业俱兴，风同道一，文教昌明。甲戌年冬，新《平

山县志》编修功成，实在欣慰可贺。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独有的优良传统，古已有之。平山修志首推明嘉靖，次为清康熙、咸

丰、光绪。民国前期，欲举未成，但撰有志料。凡此，均记述平山的历史状貌和社会发展，

是后人研究过去、鉴古镜今的珍贵史料和典籍。 一

二 ‘，
。

志者，记也。地方志即地情书。《平山县志》即记述平山县情之书。有一邑之政则必有

一邑之志。观其旧志，记述的是山川之险夷，土田之肥瘠，风俗之美恶，政权之得失，世

道之升降，人才之盛衰，民性之好恶刚柔，物产之贵贱赢绌，官吏之廉贪仁暴。一代社会

主义新方志，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人物、民俗风情诸项无不记

述，其年代之久远，地情之细别，人物之伟烈，资料之充溢，篇目之斟酌，均别于前。今

人后人观其社会发展，事业兴衰，能有张弛之准，可兴政权，可厚风俗，功在当代，惠及

后人，新《平山县志》纳集百科，工程繁巨，是一大政治、文化建设。 ‘

平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为追求光明和自由，历尽曲折艰辛；为建

设祖国和家乡，苦洒热血汗水。无数可歌可泣之篇章，大大丰富了新方志内容。平山人民

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有壮丽的开拓创新；有光荣的过去，也有辉煌的现在。记述平山人

民及他们自己的事业，认识县情，建设家乡，服务当代，奔向小康，以无愧于平山43万人

民及其子孙后世。 ，

?
，。 。。：

·‘鞣篙黧嘉张姗．。中共平山县委书记一⋯”一
E

，

一九九四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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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县历史悠久，春秋属晋蒲邑，西汉置蒲吾县，唐至德元年改称平山县。县治亘古，

自成区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胜景众多，是一块美好的大地。

，平山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平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

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圣地西柏坡是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驻地。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

七届二中全会，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

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平山人民顾全大局，继续做出贡献和牺牲，为使滹沱河下游兄弟

县人民免受洪涝灾害，修岗南、黄壁庄两大水库，献出自己的故土田园13万亩。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全县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依靠科技，借助联合，发掘利用

当地资源，远抓林果，近抓工牧，五业并举，强县富民。社会进步，经济发展。

编修平山县志，既是承接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的需要，又可为后人留下

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地方著述，为进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提供生动活泼的乡土教

材，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平山编修新县志历时8载，其中浸透了编纂人员的不少辛苦，这一点局外人是难以想

像的。县志的编修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鼎助和支持。在此，谨向参与本部县志编撰工

作的所有单位和人员及支持编修工作的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向指导平山县志编撰工作

的各级领导、平山籍老干部表示衷心感谢!

平山县人民政府县长刘秀田

一九九四年仲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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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县是以举世闻名的“西柏坡”而知名的中国当代革命圣地。地处太行山东麓，是

小五台南来万山嵯峨、层峦叠翠、至此而势缓平坦的山区，林木繁茂，物产富饶。人生斯

土，朴实勤劳，慷慨尚义。历代起义抗暴者不绝一书，自古来谱写有光辉篇章。邑人为了

恢宏先民业绩，激励后昆，振兴地方，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时值盛世，乃有

编纂县志之举。由于编者孜孜汲汲，历时八载，始成千秋不朽之业，‘诚为可喜!今观新志

全面地反映了平山自然、人文的古今进展过程，略古详今，尤突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重大成就，经世致用，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项建设，繁荣社会，必将做出巨

大贡献，可以预卜!

平山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出土文物已可证明。在上古，平山为鲜虞之地，灭于晋，称

蒲邑，战国初建中山国，魏文侯四十年灭之于顾，赵烈侯四年番吾君自代来归，于境内置

番吾邑以处之。周安王二十二年中山复国，迁都灵寿；赧王二十年赵联齐与燕又共灭中山。

汉兴，合蒲、番吾二邑为蒲吾县，隶常山郡，隋为房山县，至唐天宝间改常山郡为平山郡，

至德间以其所属房山县为平山县始有平山之名。历经沧桑，载在志乘。平山旧志之可考者，

明有《图志》2册，嘉靖二十九年志(已佚)及三十四年《续录志》；万历四十六年《平山

县志》(已佚)；清有康熙本，咸丰本，光绪二年“续修”本，二十四年《续志》，还有光绪

《乡土志》；民国20年、21年《平山县志料集》16卷。此次修志更广采旧籍，参以档案，考

以出土文物，咨询耆旧，增而广之，成书27编，弁以概述、大事记，问以附录。今拜读其

书，突出了几个重点，亦其特点所在：

其一：平山是革命老区，建党较早。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冬八路军在此成立平山

抗日民主政府，支持抗战八年，屡建奇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来到西柏坡，领导中国革

命，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解放了全中国。此

书设为专题，作了广泛而深入地记述，纵情歌颂这一革命圣地，以稔世人!

其二：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927年以来即想实现“田中奏折”的狂妄

企图，首先蚕食我满蒙，得陇望蜀，进而妄图鲸吞中国，悍然发动“七七事变”，疯狂进犯．

为我造成了巨大灾难。“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此书于此也辟为专章，如实记载，以示警

惕!

其三：平山林源丰富，有原始森林的阔叶次生林，有落叶乔灌木，浅山丘陵区有多种

、用材林，此书林业编占有较长的篇幅。且加强了我国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的“防护林建

设工程”的记述，如造林、种草、闸沟、砌坝等措施，可增拓植被。控制水上流失·实现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故实用性强，

t 对?#以至今国簟地都_参考亍_。 夕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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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平山文化源远流长，此书缕述地上保存的历史遗址、古墓、古建、金石与地下

出土的文物以及博物馆珍藏，还突出了商代文化及战国中山国文物，展现了其在文化史、工

艺史上的崇高价值，更阐发了读者的爱国爱乡之情。

其五：·卫生体育编在中医医疗上记录了传统诊治法，优秀医案，疑难病症，以及验方、

秘方，都是可贵的文献，也切合乡村简易治疗，深为可取。

其六：在文化编的文学艺术如戏剧、曲艺、舞蹈和民间文艺、故事传说等章节各有特

色，具有浓郁气息，都对乡镇开展文明的文娱活动有所裨益。

总之，平山新志，不仅有历史科学价值，更有切合实用和教化之功能，真不愧是河北

新志之佼佼者!

九十叟傅振伦书于北京

一九九四年甲戌仲冬



一、本志以马克思

的观点、方法，记述本

二、本志贯通古今

详细记述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

三、本志上限对事物追本溯源，志其发端。下限至1991年．对于连续性强的大事、要

事下限适当后延。

四、本志篇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脉络。之后为专志27编，编下设

章、节、目。
、

五、人物记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为贡献大、影响面广的革命烈士、已作古的英雄

模范、知名人士及历史上的清正官吏等立传，以本籍为主，兼顾在县内有较大影响的客籍

人士；对个别为历史所唾弃的酷逆亦予立传，以教育后人。以卒年为序排列。学者名流以

表形式人志。
‘

六、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形式，以志为主．在若干编、章内冠以无题小‘

序，以综合归纳·指明要点，反映规律。彰明因果。在一些章节之后设有专记或附录，以

补充正文、深化主题。

七、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为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各

专志以类系事，横排纵叙，叙而不论，寓观点于材料之中；人物传记只记事迹，不做评论。

行文除引用古籍外，均用语体文，力求严谨、朴实、简洁、规范。

八、简称。行文中的名词、专用语起始用全称，其后有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前和建立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平山县委员会简称“中共平山县委”；平

山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其

它必要的简称于第一次运用时在全称后加说明。解放前后指1945年8月以前以后。。 。

九、文字全部采用简化字，以《汉字简化总表》为准。

十、纪年。1949年10月1日前，除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军队和群众团

体的活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用旧纪年。夹注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引用纪年较多且年

代相近不夹注)。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码书写，其它纪年用汉字。

十一、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用现行标准地名。 -，

十二、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认定公布的数字，对未能满足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提

供的数据。 ，

。

，

十三、计量单位用当时的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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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机构⋯⋯⋯⋯⋯⋯⋯⋯⋯⋯⋯⋯⋯⋯⋯⋯⋯⋯⋯⋯⋯⋯⋯⋯⋯⋯⋯⋯(451)

第二节市场管理⋯⋯⋯?”⋯⋯⋯⋯⋯⋯⋯⋯⋯⋯⋯·!j⋯⋯⋯⋯⋯⋯⋯⋯⋯⋯(451)

第三节企业登记⋯⋯⋯⋯⋯⋯厶··?⋯⋯·?⋯⋯⋯⋯⋯⋯⋯⋯⋯⋯⋯⋯⋯⋯⋯·(452) ：

第四节商标广告管理⋯⋯⋯⋯⋯⋯⋯⋯⋯⋯⋯⋯⋯⋯⋯⋯⋯⋯⋯⋯⋯⋯⋯⋯(452)
。

第五节合同鉴证⋯⋯⋯⋯⋯⋯⋯⋯⋯⋯⋯⋯⋯⋯⋯⋯⋯⋯⋯⋯⋯⋯⋯⋯⋯⋯(454)

第五章物价管理⋯⋯⋯⋯⋯⋯．．．⋯⋯⋯⋯⋯⋯⋯⋯⋯⋯⋯⋯⋯⋯⋯⋯·⋯⋯⋯⋯”(454)。
， 第一节机构⋯⋯⋯⋯⋯⋯⋯⋯⋯⋯⋯⋯⋯⋯⋯⋯⋯⋯⋯⋯⋯⋯⋯⋯⋯⋯⋯⋯一一(454)

第二节物价调控⋯⋯∥⋯⋯⋯⋯⋯⋯⋯⋯⋯中⋯w⋯⋯⋯⋯⋯⋯⋯⋯⋯⋯⋯(454)

第六章标准计量管理⋯⋯⋯⋯⋯⋯⋯⋯⋯⋯⋯⋯⋯⋯⋯⋯⋯⋯⋯⋯⋯⋯⋯⋯⋯⋯(457)

第一节机构⋯⋯⋯⋯⋯⋯⋯⋯⋯⋯⋯⋯⋯⋯⋯⋯⋯⋯⋯⋯⋯⋯“?⋯⋯⋯⋯⋯(457)

t第二节度量衡器⋯⋯⋯⋯⋯⋯⋯⋯⋯⋯⋯⋯⋯⋯⋯⋯⋯⋯⋯·⋯⋯⋯⋯⋯⋯”(4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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