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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首部志书《安阳市志》付梓面世，这是安阳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又一丰硕成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堪称盛事，可喜可贺。

安阳是中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是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它

位于河南省的最北部，西望三晋，东眺齐鲁，北濒幽燕，南凭中州，四季分明，

气候宜人，交通便利。西部太行山脉，巍峨逶迤，层峦叠嶂，美若画屏，宜林宜

牧，尤以矿藏资源丰富引人注目；中、东部平原，沃野坦荡，物阜境优，丽如彩

缎，适于多种农作物生长，盛产小麦、玉米、棉花等。

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物产资源，自古以来安阳就颇受世人重视。早在

远古时期，人类就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4000多年前五帝中的颛

项、帝喾即在境内的内黄建都，并安葬于此。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毅然率

其臣民迁都于殷(即今安阳市小屯)，历8代12王，273年，更不徙都。其后，从

三国曹魏起，先后又有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6个王朝在距安阳20公

里处的邺城建都。

安阳不愧是帝都之地，京畿之邦，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惩巫治邺的西门

豹，三朝为相的韩琦，精忠报国的岳飞，近、现代史上的女杰刘青霞，一级战斗

英雄孙占元等，许许多多为民族独立，为祖国富强而英勇献身的英雄儿女，无

不是中华的栋梁，安阳的骄傲。秀丽多姿的林虑风光，震惊世界的甲骨文库、

司母戊大鼎、河朔第一古刹灵泉寺、人造天河红旗渠等，这些名胜与瑰宝，聚

山川之灵气，映人民之才华，为罕世奇珍，安阳独有。

安阳是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一颗明珠。50年代，郭沫若视察安阳，留下

了“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的著名诗句。90年代，江泽民总书记

两次亲临安阳，提出了“弘扬民族文化，建好古都安阳"的殷切希望。我们能有

幸在这里工作，既感到无尚荣光，又深觉责任重大。我们当殚思竭虑，披肝沥

胆，为安阳经济的振兴与发展，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人民的幸福号安康而鞠躬

尽瘁，努力工作。

《安阳市志》洋洋洒洒300万字，纵贯古今，横陈百科，图文并茂，装帧典

雅，堪称安阳市的百科全书。它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安阳的历史与现状，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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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科教与文化于一书，展安阳古今风貌于眼底。

“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安阳市志》为各级领导科学

决策，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现代化管理，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依据。同

时也是进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料文献，更是对广大人民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的乡土教材，功

在当今，惠泽后世。

《安阳市志》的出版，是全市人民和各级领导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市

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同志，16年寒暑易节，笔耕不辍，数易其稿，功不可没。

不揣浅陋，谨以为序。

安阳市人民政府市长方晓宇

199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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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正值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深化改革开放，把安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之际，《安阳市志》付梓面世，实乃可喜可贺!

《安阳市志》概一地全貌，载一代精华，集一方大成，为其政区之总览。从

殷商到现代，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文化，纵贯古今，横陈百科，内容丰富，

资料翔实。赞建设之伟绩，颂社会之新风，鉴往昔之得失，砺奋进之精神，煌煌

赫赫，斐然成章。 ．

编修新方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对

促进安阳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其功用主要有三：

一是存史之“官书”。安阳从小南海文化、殷邺文化、到近现代文化，宛然

洹水东去，世世代代奔流不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不留下人类文明的足

迹。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安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摆脱

桎梏，革故鼎新，求索开拓，创造了光辉的业绩。“有一代之治，必成一代之

史"。安阳市志广征博采，去伪存真，收集整理大量地方史料，编纂成志。她是

一部浓缩的资料库。 ．，

二是辅治之“政书”。市志以其丰富真实的史料，反映社会及经济发展的

规律，为掌握市情，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

经验；为制定发展规划，提供坚实可靠的依据；为管理决策、科学研究，提供明

目达聪的信息。

三是教化之“民书"。安阳文化璀璨，地灵人杰，伟绩宏业，皆载于志，是一

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培育新一代的好教材。

方志在于致用。《安阳市志》出版后，读志以究其始终；评志以察其盛衰；

学志以观其强弱；用志以知其得失。从而了解安阳、认识安阳、热爱安阳，为建

设安阳、振兴安阳而不懈努力。愿步入21世纪的安阳更加美好1

1998匀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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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安阳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安阳市志》，在全市各界人士的热情

支持下，经史志工作者16个寒暑的辛勤编纂，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是安阳市
文化建设中的一件盛事，值得庆贺。

安阳，历史悠久。从殷商到魏晋南北朝，曾有7个朝代在此建都，被列为

全国七大古都之一，是甲骨文的故乡，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位于黄

河流域中心地带，自然条件优越。西部山区，峰峦叠嶂，岗阜云连，矿产资源丰

富，中、东部平原，沃野坦荡，一望无垠，为国家小麦、棉花生产基地，交通便

利，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穿境而过：良好的地理环境，为安阳的经济发
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安阳，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安阳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驱帝反封，前仆后继，翻身做主，建设家园，艰苦

创业，桑梓巨变。其英雄业绩，光耀日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全市国民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如今，安阳市已由过去的一个贫穷落后

的消费型城市，变成为一个以钢铁、电子、轻纺为主，集金融、商贸、旅游、信
息、服务为一体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历史上，安阳修志，始于宋代，修有

《相台志》。至明、清，达到了鼎盛。由宋及清，《相台志》、《彰德府志》，共7修。

最晚的一部府志，修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此后，安阳再没有修过一

次府级志书，间断达200年之久。所修7部府志中，堪称佳志者，为明嘉靖元

年(1522年)崔铣所修之《彰德府志》。这些志书，记载了安阳历史上的许多事

情，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但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记了一些
不适当的内容，可谓精华与糟粕并存。

由于安阳市级志书，断修时间较长，诸多基础资料没有留下记载，致使今

天各级领导决策，缺乏必需的历史依据。本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号召编修

地方志，安阳市于1982年4月中旬，组建了市志编纂工作机构，配备了专职

修志人员，市志编纂工作从此拉开了序幕。现在，经过16年的艰苦努力，一部

贯通古今，300万言的《安阳市志》，终于编纂成功，使历史留下的遗憾，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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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其间，市政府市志办公室的全体工作人员，全市所有参加市志编纂的同

志，忠于职守，埋头苦干；呕心沥血，竭才尽智，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作为分管

市志编纂工作的副市长，对其中的甘苦有切身体会。这里，我谨向全体修志人

员、评审志稿的专家学者和所有关心、支持安阳市志编纂工作的社会各界人

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安阳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根据“详今略古”的原

则，编纂而成，是一部记述安阳的历史和现状、自然和社会的资料性文献，是

各行各业察古观今、谋求发展的资料库。可为各级领导干部了解研究安阳，提

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同时，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希望大家都来读志、用志。相信，市志功能的发挥，必将对安阳市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安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张锦堂

199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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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安阳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和历史事实为准绳，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

实事求是地记述安阳市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域为限，宏观含县，重记市区，突出城市

特色。除总述、自然环境、建置沿革、人口、经济综述等综合篇章记述五县内容

外，对五县有特点、特色和重大影响的人物、特产、文物、大事，均分别记入有

关篇章，以体现资料的完整性。

三、本志为资料性著述。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记述，以志

为主。前有“总述"、“大事记"，钩玄提要，总览全书。中设40篇，以类系事，横

陈自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内容。对具有地方和时代特点的“殷墟”、“周

易”、“乡镇企业"等事物，列专篇予以记述。后置附录，以揽志余。

四、本志所用历史朝代的年号、纪元、标点符号、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

家七委局1987年2月1日的规定书写。全市宏观数字和专志中的综合数字，

均以安阳市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准。专志中的其它数字，以部门提供的数字

为准。本志所用币值，使用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人民币币值(个别篇章

注明者例外)。

五、本志上限，始自事物的发端。下限，原则上断至1987年。少数篇章，延

伸至1990年。

六、为加强宏观记述，除志首设总述外，还设有经济综述，以突出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史实。多数篇设有无题序，记述本专业历

史和现状的概况及发展脉络，彰明其兴衰起伏规律。

七、本志立传人物，以近现代、本籍、正面人物为主，同时坚持“生不立传”

的原则。对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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