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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中国史志协会首届学术顾问

傅振伦

余之同乡总纂、主编《内邱县志》，其县人民政府委以顾问之任，在志稿付

梓之机，诸君千里来京，专程索序，余虽耄耋之年，却欣然允诺。

河北内邱为西周邢国之地，东周先后为邢、卫、晋、韩、赵诸侯所据，秦为信

都县。古代陵墓多有存者。汉初始置中丘县，新莽改直聚，晋代末叶，其治遂废，

北魏复置中丘县。隋避帝室讳，改为内丘，隋开皇十六年间析内丘一部置青山，

大业二年又省入内丘，唐武德元年复析龙冈内丘间地段设青山县，开成五年又

省，唐有建昌帝陵。清避至圣先师讳，亦改丘为邱，迄今不改。生其地者，慷慨好

义、勤劳勇敢，缔造了灿烂文明，谱写了辉煌历史，也为后人遗留了许多古迹，

成为乡人怀古和旅游胜地。内邱境内有邢侯墓，城东15里冢圪塔村邢侯夫人

姜氏墓，有名医扁鹊第二故乡赵简子所赐田及汉唐所建扁鹊古庙，有其与虢太

子采药的太子岩，有张飞燕墓和韩噘墓。扁鹊庙所在的蓬山峰峦峭拔，层岩耸

翠，为避暑名区。有孔子谓天下贤士程子(本)，汉流寓有孝子郭巨的慈仁寺，东

汉末有大贤良师张角起义的黄巾军发祥地，后赵有谋士张宾铁顶墓。以近事言

之，日本侵华，群起抗暴者后先相继，尤不胜屈计。更以工艺言：《茶经》所言隋

唐七大名窑之一的邢窑，即制成于内邱，因价廉、物美，销行国都，南及番禺和

域外高丽、日本、南洋、阿拉伯。今仍有仿制。以特产言，西部山区天然林木丰

富，盛产建材及药材，若铁、钢砂、铜、硫合成氨、健脾素，多畅销国内外，形将成

为吾省农工财贸的大县。

凡此等等，无一而非内邱和华夏的骄傲。如无新志，其曷以征文考献，鉴古

识今，以彰善昭法?此《内邱县志》之由作也I以党政领导倡导之功。

河北地方志乘，历史悠久，《禹贡》有冀州之篇，《墨子》称引《百国春秋》，以

《燕春秋》居首，其后《冀州风土》、《幽州聚落》、《冀州图经》、《燕书》、《赵记》见

于正史艺文、经籍等志，隋唐以降公私著作益繁。亭林先生治学，经世致用，救

国救民，既收集史志文献编成《天下郡国利病书》，一六五九年也曾作《营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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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史事》、《序》中申述修志之道，成为中国方志学之鼻祖，也是河北方志之名

著。几乎与此同时，一六三八年内丘知县聘邑人乔中和于一六四二年修成崇祯

《内丘县志》八卷，分为天、地、人、物、常、变、风、文八纪。是后康熙、道光诸志，

皆循其体。光绪三十二年邑人采京师编书局光绪三十一年《乡土例目》之体作

儿童启蒙的乡土教材，亦为有用之书。

今观新志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行文规范，堪称佳作。其缘有三：

其一，县级领导远见卓识，从人、财、物诸方面大力支持修志，县财政虽不无困

难，而修志开支终无拮据之虞，实为难能可贵；其二，佳作之成，实赖众手，县直

各部门及各乡镇政府均调集得力之才，搜集资料，调查研究，编撰志稿，核对史

实，众襄其事，众手成书；其三，操笔之士熟悉县情，勇于创新，勤奋耕耘，甘于

奉献，适逢经济发展高潮，不逐名利，忠于职守，筚路蓝缕，焚膏继晷，夙兴夜

寐，精神至诚。因而，蔚为善志。

《内邱县志》拜读既竞，多独优长之处，印象颇深。更据其自述云：“经济部

类记述尤详，首设‘经济综览’一编，下分经济制度变革、经济综合指标、经济结

构、居民生活等章，从宏观上展现全县经济之总貌。而后，复设基础设施、农业、

工业、商贸、乡镇企业、财税金融、经济综合管理等编，以‘宜详则详、宜略则略’

记述重轻各异，分述内邱有史以来经济发展之迹，言简意赅，脉络清晰，联系紧

密，既赋时代特色，又将编纂者新的经济观念流露笔端，内邱经济优势与劣势

亦主次分明，地方特点突出。

“政治部类内容甚丰，党政群团、公检法司，诸项内容记述详备，各有千秋，

从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变化莫测的历次运动，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皆会令

人领悟其深邃之哲理与蕴含。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中的党委决策、内邱县人民

政府中的政务活动，两者虽无分别记述，而字里行间却体现其各自之职能，并

无党政不分、交叉重复之弊，充分反映出县级党政领导之作用。政治运动之记

载，独具匠心，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集中反映为主的方式，分别记述自土

地改革至“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之全过程，既反映出运动轮廓，又反映出

运动主要做法和结果，既看到运动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又看到运动失误之处

和纠误之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经纬分明，效果积极。

“文化部类特色显明。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容亦是重写成绩，轻不足，今能补

其缺，详其略，且饱含激情地歌颂了抗日战争时期内邱之教育事业。新中国成

立后，既记述成绩，亦记述曲折教训，真实而准确地反映了共产党尊师重教情

况及其取得的重大成绩。卫生事业在内邱有独到之处，战国时神医扁鹊，尝于

内邱行医数载，其首葬于内邱神头村，扁鹊被赐田之蓬山一带，其诸多行医验

方广为流传。《内邱县志》除记述卫生共性内容，对扁鹊采药行医，散失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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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验方、秘方亦重点搜集记载，为其世代相承，造福于民。

“改革开放部分内容新颖，具有显明时代性。今面世之志书单独设章专述

者实属鲜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邱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生产、生活日益

改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经济活跃，社会昌盛，农工商贸蓬

勃发展，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发生了有目共睹之巨变。此编从农村改革写起，依

次为：工商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文化教育卫生科

技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殿以对外开放内容：敞开山门搞引进(人才、技术、资

金、项目等)，走出山门奔大潮(在外地投资、经商、办企业，创办信息机构等)，

备载全县改革开放之重要内容。就全国而论，1978年始为起步阶段，1984年秋

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992年初转入整体推进阶段。阖邑十几年改革开放之轨

迹十分吻合于中共中央之部署，所取得现代化建设之重大成就，亦是全国改革

开放伟大成就的组成部分，抚今追昔，益见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及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一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以编

写地方志列入二十个重点项目，于是全国修志，惜“四人帮’’乱国，一度受挫，迨

一九七六年拨乱反正，政清人和，各地复踵前业，续修方志。我省虽起步较晚，

但学术工作实后来居上。内邱正德、万历旧志久佚，今又新成志稿百万余言，亦

甚可喜，为建设河北两个文明提供了可贵的信息和依据。

郭巨埋儿得金美谈，在内邱古今传诵。考郭巨事不见正史，但刘向掌秘书

撰《七略别录》始著列仙、列士、列女之传，《抱朴子·微旨篇》载其事，又见宋躬

《孝子传》，敦煌石窟出《孝子传》、勾道兴《搜神记》，《太平御览》四一一亦引《刘

向孝子图》，多言郭巨隆虑人(一云河内温人)，流寓中丘金提店，埋儿得金，名

振天下，游宦平阴，病卒。

《水经注》云平阴东北巫山有孝子堂。题字有永建四年来过此堂，叩头谢贤

明二语，殆建孝子堂似远在后汉以前。今山东长清孝里铺孝堂山西山墙外刻北

齐武平元年陇东王“感孝序”，以为郭巨祠墓，卒平阴，还有天保九年题字，故郭

巨墓事，无可疑者，但宋人赵明诚《金石录》疑之，清人阮元《山左金石录》、洪亮

吉《晓读书斋杂录》、叶昌炽《语石》亦疑之，北大教授叶瀚《中国美术史》讲义则

确信之，日：《王感孝序》云“郭巨之墓，马鬣交阡，孝子之堂，鸟翅衔阜，似胡长

仁莅此祠，亦博访其地，耆旧传言若是也。"孝堂山祠东间东壁一石右侧下，有

人荷锄象及左一人持坛缶作倾倒状，此似郭巨埋儿得金之事。又按前人题字多

景仰纯孝意。如永康题字时在后汉，己有敬来观，记之示后生。来观祠画，记之

劝孝也，则似后汉之季，己以孝堂山为郭巨祠墓所在矣。后魏太和二十三年题

字，有“国祚永庆，子孙忠孝一语，此与《水经注》世谓之孝子堂语合。又北齐天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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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题字有“过孝堂观，便愿从人心"则与《感孝颂》称孝子堂者合，似无可疑

也。郭巨埋儿得金后，孝名遐播，当道交徵，游宦平阴，老病以卒。其后嘉祥武梁

祠前石

今

建设不

余



序 二

中共河北省纪委常委

原中共内邱县委书记

马兰翠

中共内邱县委书记

原内邱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西阳

新编《内邱县志》的出版问世，是内邱县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是改革开

放、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重托、人民的心愿，也是内邱

县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是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确实值得庆贺。

对于我们在内邱任职的县委书记来说，其欣喜、感奋之情，更是难以言表。值

此，特致热烈祝贺!

我们都在内邱工作七八载，实际工作中同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情谊，这里

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们都钟情热爱，深知内邱是个美丽富庶的好地方。她位

于河北省的西南部，山区、丘陵、平原约各占三分之一，气候适宜、四季分明，适

于各类农作物种植、生长；矿藏资源丰富，煤、铁、金钢砂、钴、镍及电子原材料，

储量大，品位高；红柿、核桃、中药材等是远销海内外的名优特产。京广铁路、

107国道及京深高速公路纵贯全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经济发展和文化

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内邱历史悠久，远在元古代震旦纪之后，就有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从西汉

初年置县至今已有两干二百余年的发展历史，聪明智慧、勤劳勇敢的内邱人民

在这块五彩斑斓的土地上倾洒了无数心血和汗水，矢志不渝地建设着自己美

丽可爱的家园。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内邱县，不甘做亡国奴的内

邱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心，奋起反抗，同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

挠、英勇顽强的斗争，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沃土，驱散了乌云，表现了中华民族

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内邱县利用当地优势，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跟着祖

国前进的步伐，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都得到蓬勃发展，城乡建设和人民生活发

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改革开

乙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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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活力无穷，四化建设，前途无量，实现小康已为期不远、指日可待。

值此盛世，修志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内邱县在历史上曾多次编修过县

志，至今保存尚好的《内邱县志》，有1642年的八卷刻本，现藏在北京、上海、南

京图书馆；有1668年的四卷刻本，现藏在北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有1832年续修的四卷刻本，现藏在河北博物馆和档案馆；还有1882年的

《内邱县乡土志》手抄本，现藏在天津图书馆。这些志书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

代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这

些旧志观点陈旧，资料有缺误，经济方面的记载甚少，内容有封建主义的糟粕，

表现形式亦显呆板、单调和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而这次出版的新编《内邱县志》，不是续修，而是在吸收旧志精华基础上的

创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新体例、新文风

写成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是全国修志事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这部县志的编写虽起步较晚，其间人事几经更迭，然而，所有参加修志人

员都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清苦辛苦艰苦苦中有乐"的精神风貌和“专

心细心倾心心底无邪”的思想品格，广泛搜集资料，认真撰写志稿，邀请专家学

者评审，反复补充、修改、审核，终于完成了这部传世之作。尤其是县志编辑部

的专业人员，不为“吃香’’的工作和经商赚钱所触动，在这个枯燥乏味的平凡岗

位上，在这条布满艰辛的崎岖道路上，顶着“修志者不得志，得志者不修志"的

世俗偏见，怀着“史记传世念司马，新志留后看今人；众手撰文文亦茂，志者修

志志竟成"的壮志豪情，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寒窗面壁，伏案

奋笔，不计名利，默默耕耘，其“洁心作纸记风云，热血化墨写春秋"的高尚情

愫，令人感动和敬佩。

这部县志为新编通志。本着详今略古、革故鼎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

则，对资料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几经加工整理，基本上达到了指导思想正确，

篇目设计合理，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浓郁，资料翔实可信，文字畅通可读等

新方志的要求。本志详细记述了内邱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及现状，是贯通古

今、集百科资料于一书的经世致用之作。它辑存了内邱县历史上大量珍贵资

料。尤其记述了内邱县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可歌可泣的英模事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

创造。经济编、政治编和文化编等，都独具匠心，各赋特色。其中一些篇章，如矿

藏资源、抗日斗争、党政要务、政治运动、重大改革等方面的记述，亦都各有千

秋、各有优长，为近出志书者所鲜见。在记述各行各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

时，对工作中出现的曲折、失误及教训也进行了必要的记述。为我们认识县情，

探求规律，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为全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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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很好的乡土教材；为全县各部门和各

项事业保存了全面、系统的史料，以供当代和后世借鉴之用。

这部志书的面世，有益当代，惠及后世。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加强两个

文明建设，激发人们振奋精神、励精图治，对研究内邱、认识内邱、建设内邱、振

兴内邱，必将产生难以替代、难以预料的作用。诚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及青少

年朋友、外地工作、居住的同乡、乃至海外的本县籍人士，要认真地读一读这部

志书，定会有所收获，有所教益，定会使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

国，激励我们奋发努力，勇往直前，把家乡、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更加

幸福美好。

然而，我们亦需清醒看到，内邱县志的断修迄今已有一百六十三个岁月，

时间跨度大，记述内容多，涉及范围广，缺缪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

赐教。 ．

编修志书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志书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在

修志过程中，省、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给予关怀和支持，兄弟县同行、外地同

乡、有关专家学者给予了指导和帮助，本县各单位也提供了各种资料，在此一

并表示深切感谢!



序·三

内邱县人民政府县长王义章

余由县委赴县政府供职，喜闻新编《内邱县志》即将出版，此乃全县干部群

众关心之大事，亦是内邱县思想文化建设之重大成果。功在当今，惠及子孙，思

及至此，不胜感奋欣慰。适值付梓之际；编委嘱余作序，盛情难却，遂欣然而命

笔。

内邱数千年之文明史，乃境内劳苦大众前仆后继所创造。然而，岁月流逝，

沧桑巨变，时人对县情或若明若暗，或知之寥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亦不足为奇，而新编《内邱县志》之应运问世，可鉴古知今，垂范后世，

其作用之巨无疑会与日俱增。

《内邱县志》为内邱之“全史"，载内邱古今自然、社会于二书，融天文、地

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人物、风土于一体，纵贯千古，横及百科，历史悠久，

包罗万象，工程浩繁，任务艰巨。余作为政府之县长，深悉编史修志意义深远；

工作艰辛，故在人、财、物诸方面为之排忧解难，竭力支持。经参与志书编撰者

共同努力，方续成其业。从此，一方乡风，展卷可得，“资政、教化、存史一亦实有

凭据矣。

中华民族素有编修志书之优良传统。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袁

康、吴平等人编辑《越绝书》，为我国最早一部志书；唐宪宗元和年间，宰相李吉

甫总编《元和郡县图志》，为全国性地方志书；宋代地方志盛行，保存较完整、且

有代表性者，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范成大的《吴郡志》、周淙的《临安志》、沈

作宾的《会稽志》等；至元、明两代，地方志渐趋完善；清代极盛，清代康熙、雍

正、乾隆曾通令全国，每隔60年必重修地方志一次。全国现存地方志8500种，

达12万卷，占古籍总数十分之一，其数量之大，显而易见。

跟随全国编史修志之步履，物阜民丰、人杰地灵之内邱，修志传统代代相

承。明代崇祯十五年(1642年)，高翔汉、乔中和撰《内邱县志》八卷；清代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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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1668年)，汪匡鼎修、和羹纂《内邱县志》四卷；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

年)，汪匡鼎修、和羹纂、施彦士续修《内邱县志》四卷；后又有人编纂《内邱县乡

士志》上、下两册；民国期间亦曾组织编修县志，惜“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入

侵，未及付梓，即将初稿散失。自明代崇祯十五年至民国，历时近三百年，曾五

修其志，足见内邱重视修志之传统。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万民欢腾，百事待举，修志工作顺次而兴，1959年

曾调集专才修志，不料中途而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海安谧，政通人和，盛

世修志复兴，方编成新中国建立后之首部志书。当此“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之际，新编《内邱县志》必收资治当今、利国惠民

之效，实为内邱人民可喜可贺之大幸。

新编《内邱县志》，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广征博采，制纲

订目，分口撰写，汇集总纂，承前志精华，聚各方卓见，评审修订，反三复四，众

志成城，终纂成书。新志颇具时代特色、地方特色与独特风格，其观点正确，体

例完整，资料翔实，文风端正，特点突出，立意新颖，鉴往知来，审时度势，为仁

为智者，览之自有所获。

编修志书，乃一项综合工程，须各方通力合作。编修过程中，北京图书馆、

河北省图书馆及县内各单位、各部门为志书提供各种资料，上级领导部门及兄

弟县市有关单位给予大力支持，在内邱战斗过、工作过之老同志及有关专家、

学者给予热情帮助与指导，先后参加编写志书全体人员，辛勤耕耘，精心著述，

在此向他们谨致诚挚谢意!

今志编者，几经更替，虽皆殚思极虑，倾注心血，报之以诚，精修其志，

而，志书涉时久远，内容庞博，加之水平所限，故疏忽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

各界朋友及全县人民补缺纠缪，不吝赐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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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邱县原常务副县长

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张华波

我分管县志工作，为内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值志稿杀青之际，谨

述拙见，以此为序。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是人类继往开

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一项有效举措。

新编《内邱县志》是建国后的第一部方志。志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贯穿“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的原则，横排门类，纵贯古今，以丰富、翔

实的资料，记述了内邱县的自然地理、建置沿革、物产资源、经济状况、政治军

事、历史事件、文化教育、科技发展、名胜古迹、历代名人、民俗风情等多方面的

发展变化。为人们了解内邱、认识内邱、热爱内邱、振兴内邱提供了有益教材；

为今人和后人秉承和借鉴历史，拾补历史之遗缺、继续历史之辉煌，提供了契

机和财赋。

内邱，山川I钟秀，人杰地灵，交通发达，物产丰饶，胜迹繁多，文化璀灿，是

中国神医扁鹊行医实践升化为医道的地方，是“唐白瓷"的中心，“邢文化”的发

祥地之一。这些自然不可无志以志盛。一言以蔽之，内邱历史悠久，是美丽富庶

的好地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内邱，不畏强暴的内邱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太行抗日根据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成

千上万的内邱儿女参军参战，驰骋疆场，勇敢战斗，创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

绩；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冒着枪林弹雨，抬担架、护伤员、

送粮食、运弹药，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雄壮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世世代

代勿忘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历史。以此激发我们团结一心，励精图治，发展科

技，富民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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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内邱人民精神抖擞，奋发图强，以忘我的精神积极投身社
会主义建设；全县农业、工业及其他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

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全县人民同心同

德，大胆创新，锐意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全县人民温饱问题得以解

决，资源优势日益转化为经济优势，以煤炭、建材为支柱的、门类较齐全的工业

体系基本形成，交通、电力、邮电、水利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商业、服务业发展

迅速，城容城貌发生巨变，基本形成有利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新格局，教育、

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都有进一步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内邱也曾走过曲

折的路。《内邱县志》翔实载录了全县四十多年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

步历程。“史鉴使人明智"，历史是一种财富，亦是一面镜子。志书的修成，对现

实和未来，不仅可以总结和研究成功的历史经验，还可以总结和研究失误乃至

失败的历史教训，从志书中获取较系统、连贯的历史资料，以受到教育和启迪。

编修县志是一项浩瀚的文化工程，非一人所为，非一日即成。参与修志的

同志，数载艰辛，数易其稿，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各单位、各部

门、各乡镇查阅档案，供给资料，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尤其统计局、档案局在

提供资料和数据方面更是鼎力相助。我做为县志主修，谨向为此做出贡献的单

位和人员表示由衷的敬意，并对在县志编纂过程中给予关注、支持和指导的上

级领导、专家、学者、本籍老干部及兄弟县、市修志同仁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内邱县志》付梓之际；谨以此浅见，勉为之序。深信内邱人民必将以此

志书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为内邱县的事业发展、经济繁荣，谱写出更加壮丽、

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凡 例

一、宗旨新编《内邱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秉笔直

书。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记述内邱县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

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以发挥“资政、教化、存

史一之功能。

二、范围记述地域范围，以今行政建制的政区为准，历史上曾属内邱县

管辖而后析出的地区不在本志记述范围之内。

三、断限本志为通志，纵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尽量溯至各项事物之发

端，下限一般断至1994年。有些事物为记述始末，其下限至搁笔为止。大事记

截止1996年底。

四、内容既全面记述，贯通古今，又详近略远，立足当代。以新民主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重点。详细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特别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情况及成果。突出地

方特色，体现时代特点。重视充分记述经济活动，同时，注意加强政治、文化和

民情部类的记述，其中包括对失误及教训的记述，对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予

以重视，对正在探索中的问题，取慎重态度。

五、结构本志采用“中编法"，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及附录五部分

组成。上专志为志书之主体，设编、章、节、目四个层次，个别章节根据需要，目下

设有子目。概述，综述本县历史和现状，总摄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本县

有史以来的大事、要事、勾勒历史脉络；专志，按事物的社会属性分类，事以类

从，类为一志，一般不受现行行政隶属关系限制，相同事物，不论其隶属何部

门，均编入同一编、章，坚持横列门类、纵述史实、横分竖写、纵横有序；附录，则

选录不易归类、各专志难以容纳、且又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料。各专志设无题小

序(或前言)，以钩要提挈，综合归纳，指明要点，反映规律，彰明因果；章、节设

前言否可视需要而定择。 ，；．



凡例

机构设置不立专志，县直部、室、委、办、局等机构分别记入政党、社团、政

体、政府、政协、政法、军事等章节，其他机构则随事记述。本县领导人更迭表，

记县团级正副职。

照片、图片插于书前或书中，不上目录。

六、文体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为主。行文除引

用古籍外，一律运用现代语体文，运用规范化的简体字及标点符号，力求严谨、

朴实、简洁、规范、流畅，具有可读性。引文随文括注或直书出处，有些需要说明

的词句在行文中亦加括注。概述以述为主，略有评议；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

以记事本末体，如需记述事物的发展过程及结果，均系于始发年份；各专志则

采用记述文体，只记事实，不做评论，寓观点于材料之中。各种表格，随文而附，

文表呼应。

七、称谓行政区划、党政机构、职官名称及地名、计量单位、货币面额等

均依当时称呼。今地名以1984年《内邱县地名志》所定的标准地名为准；古地

名第一次出现要括注今地名。年号及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

简称，其后用简称。朝代名称，沿用历史正称，如清朝、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简称新中国成(建)立前或后；解放前(后)，指人民

武装力量于1945年9月15日解放内邱县城前(后)。

八、数字新中国成立前，以旧志、档案中的数据资料为准；新中国成立后

的各项统计数字，一般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短缺的采用主管单位、有

关部门及档案馆提供的数字。所用数据均依当时行政区划不变。数字书写以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载于198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为准。凡公元年月日、中华民国、世

纪、年代、时刻以及计数、计量等表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凡星期、夏历和

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不具备有统计意义的一位数，由数字构成的词、词组、惯

用语、缩略语、修饰语、成语、专门名称、表述性语言及历史文献摘引中的数字，

表示概数的数字等，一律用汉字表述；5位数以上数字，原则上以万或亿为单

位。除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和百分号表示外，其余分数均以汉字书写。

计量单位，有关旧时的记述，按各不同历史阶段之惯例，有关当代的记述，

均系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对已废除的旧制，如石、斗、升等，在括

号内换算成法定计量，有的则直接换算成法定计量单位。

九、纪年大事记以中国历史传统纪年为序，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前，除记

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军队和群众团体的活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

用王朝或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括注)；解放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元前”简称“前"。



凡例

+、人物“生不立传，生者以事系之”。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

献者为主，亦收入少量阻碍历史前进的人物；以本籍人士为主，亦载长期活动

在内邱县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不区别人物

类别。以生年为序排列。

十一、资料来自北京、天津、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和县内各部门档案

资料、历代正史、旧志、报刊、专著以及有关知情人提供的口碑资料及一些实物

资料等，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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