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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定兴县志>是贯通古今、横纳百科、系统反映定兴面貌的社会主义新方
士 ‘．

’

·断0 ’

‘定兴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就是燕赵文明的摇篮；定兴文化底蕴丰厚，曾

蕴育出一批名垂青史的文学家、艺术家，现代文化名人；定兴人民勤劳、勇敢、富有

革命传统，古代有舍生取义的慷慨悲歌之士，现代有为国为民献身的革命志士；定

兴区位优越，地处京．津、保腹地，京广铁路、京广公路、京深高速公路纵贯全境。

定兴的自然环境、区位优势，是定兴大发展、快发展的良好条件，我们要从定兴的

实际出发，查实情，谋实事，说实话，创实绩。在定兴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谱写灿烂

的现代文明o。

人类总是有所借鉴才能前进的。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

为鉴”o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善于借鉴县志提供

的历史资料，探索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规律，加快定兴建设步伐。

中共定兴县委书记金殿元

一九九七年六月

(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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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定兴县志>编就付梓，是值得全县人民庆贺的大喜事o
在定兴历史上，曾有三部成书县志：第一部出版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第二

部出版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第三部出版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o三部旧志

较全面地记载了当时定兴的地理概貌、风土人情和名人要事，成为后人了解定兴

的珍贵史料。然而，历史长河总是滚滚向前。弹指问，一百年过去，沧海沉浮、社

会变革、人事变迁，定兴面貌天翻地覆。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定兴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迈向社会

主义康庄大道，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定兴人民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

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o 1990年，全县社会总产值比

1949年增长18．5倍。作为当代定兴的决策者，盼望早日见到一部既载历史、又书

当代的新县志。自1984年8月以来，在全县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下，在社会各界

人士的热情指导下，县志编纂人员历经十个寒暑，这一益予当代，惠及子孙的宏伟

工程终于问世了。在此，我代表县委向为编纂出版<定兴县志>作出贡献的同志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o

洋洋百万言的新编<定兴县志>堪称我县_部“百科全书”o集政治、经济、文

化、地理、风土民情、历史掌故于一体，系统地记载了我县各方面的翔实资料。它

着重记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定兴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的巨

大牺牲和突出贡献，记述了定兴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走过的光辉历程和

取得的巨大成绩。它遵循“不隐恶，不虚美”的原则，对定兴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和教训，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表述，这是新编县志的突出特点。

新编县志为我县各级领导提供了一部科学决策的参考书。实践证明，什么时

候我们的决策合县情、顺民意，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经济就发展，社会就

稳定；反之，错误的决策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我们要始

终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尽量使我们的决策科学、正确。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

们知县情、晓民意，站在全局的高度认识问题，找出对策。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

部认真学习新县志，以史为鉴，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谋划出切合本部门、本地区的

．好思路、好规划，以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o
‘

‘

新编县志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爱国主义教育

是我们一项长期的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

天，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尤为重要。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所以，全县人



少年要把新编<定兴县志>作为了解定兴的教材，以激发我们的
激励我们为家乡建设贡献聪明才智，为家乡谱写辉煌灿烂的明

原中共定兴县委书记阎增年

。，。‘。o九九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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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定兴历史悠久。夏商时期，祖先易部落就定居于此，秦王赢政二十一年(前

·226)置范阳县，迄今县史已有二千余年b历史上曾有过三部县志。新编《定兴县

志>经十余载搜集、考证、整理，编就付梓。内容丰富、翔实，观点正确，体裁新颖，

繁简得当，上启远古，下逮当代，凡百万余字，包容了定兴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

全过程o ，

，

<定兴县志>作为一方之百科全书，具有资政、存史、教化作用。当政者可以史
为鉴，知交替，明兴亡，继往开来，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摸清历史脉络，科学决

策，服务当代，惠及子孙。定兴人民可以之为师，陶冶情操，淳化民风，发扬光大定

兴儿女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光荣传统，精诚二致，戮力同心，为建设定兴，繁荣定

．兴，贡献聪明才智o

定兴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她以独特的风物灵光孕育了无数英才。我国最早

的音乐家高渐离，燕国名臣郭隗，汉朝谋略家、《战国策>作者之一蒯通，东晋名将

祖逖，元朝著名戏剧家王实甫，明朝散曲家薛论道，现代诗人张秀中等贤达志士名

扬古今。燕昭王为招贤纳士筑黄金台，广为流传。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定兴人民战天斗地，各行各业突飞

猛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齐头并进，成效显著。在百业兴旺、政通人和之时修志，自在意中。

定兴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土地肥美，水源充足，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毗邻京

津，地理位置优越。我们将敞开大门，以最优惠的政策，最完善的服务，最宽松的

经济环境，最舒适的生活条件，热诚欢迎海内外、省内外有胆、有识、有志之士前来

定兴观光考察，洽谈贸易，投资开发，共展宏图，共刨繁荣，共谱盛史。

修志是一项浩翰的文化工程，志书出版，是编志人员与各方通力合作的结果，

感谢各部门为我们提供资料；感谢全体编写人员辛勤耕耘，精心著述；感谢上级领

导大力支持；感谢专家学者热情指导。

由于受诸多条件限制，加之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志书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

‘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温故而知新。今天的定兴是历史定兴的一个发展，只有充分了解历史，懂得

历史，才能在新的征途上定向、奔驰，才能更好地建设今天，开创未来。
。

，． 定兴县人民政府县长郑开军
～

一九九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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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总则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求实存真，实事求是，突出地方特

色和时代特色，力求修成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的历史文献o

．结构 概述、大事记在卷首提挈全志。正文隐含地理、居民、经济、'政治、军

事、文化、人物七大部类。全书共设24编，囊括24个分志，编下设章、节、目。

体裁分述、记、传、图、表、录。述提要，记叙事，传载人，表统计、罗列，录纂

辑非著述性资料，图含图示、照片o， ‘

文体大事记系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概述略有点评，其余均为记叙

文体，述而不评o
’

断限时限上以事物发端及掌握的资料而定，下限1990年，偶有延伸o ’

称谓本志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o。解

放”指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lO月10日解放定兴全境。机构、组织及单位名称

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括注后用简称。行文中出现“党”未指明何种党派时，指中国

共产党。地名以县地名办公室核定为准，历史地名括注今名。

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年号，之后用民国年号，均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o ·
‘ 。

人物分人物传、人物录、人物表三部分。立传人物均为历史上有较大影响

的已故人物。人物录侧重记述在世人物或已故人物的突出业绩或较大影响o，

4计量一般采用1984年3月4 El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

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照实记载，有换算值者，括注换算值。对1949—1953年的

币值，已换算成新人民币o ，
、·

‘

数字凡表示数量的，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

中的数字，则用汉字；5位以上的数字可以改写成亿万为单位的数字，小数点后最

多保留两位o ．

资料省地县档案馆、统计局、史书、县志以及各单位提供的专业志和收集的

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人志o

l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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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兴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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