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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县深入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进一步掀起’

改革大潮的时候，新编《许昌县志》就要出版了，这是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jI“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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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地处中原之中，这块平原沃土，从古至今哺育了众多风流人物：春秋时

的许穆夫人，是我国最早的爱国女诗人，所著《载驰》为《诗经》中的名篇；新莽时

’的祭遵、王霸，为东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中；东

汉晚期的陈窘、苟淑及其子孙，曾是数代人杰，其道德才华，彪炳史册；唐代诗人

王建、宋代“韩氏八凤"，都不失为一代风流；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张钟端，留日甫-

归，被推为河南起义军总司令，事败被捕，凛然就义，名列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

之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长郑义斋、新四军鄂豫皖边区。

鄂东行署专员贺仲莲，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杨水才的先进事迹，成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光’

辉典范。

·许昌，上古为许地，周初封许国，秦时称许县，汉末是帝都。经曹操数十年的

惨淡经营，从公元二世纪末到三世纪上半叶，曾是雄踞中原的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中心。曹丕代汉，改国号为魏，以“魏基昌于许’’遂改许为许昌。三国时期遗

留下来的古迹名胜在县境内星罗棋布。
．

-魏晋以降，许昌历为郡、府、州、县治所，仍是一方重镇，地方志乘，自当不乏。

但由于兵燹灾害，毁失殆尽，迄今已知的十一部志乘，有的只有书目，有的仅存残

本，有的流落国外(清顺治《许州志》)，有的则存在河南省图书馆(清康熙《许州

志》)，县内存留下来较为完整的志书，只有明嘉靖《许州志》、清乾隆《许州志》、清

道光《许州志》、1923年《许昌县志》、1933年《许昌县志》等五部。这几部保存下来

“。“■1+j=l：■，t；童罐缮



许昌县志

的志书，虽因历史局限，内有封建糟粕，但它记下了许昌的历史、人文与自然，特

别是1933年志，还记有相当部分的经济内容，这都应视为县的历史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曾组织人员编写志稿，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致不果

而中辍。80年代以来，几任县委、县政府领导，遵照中央修志精神，继承优良修志

传统，组织、带领县志总编室及全县修志人员，九度春秋，通力协作，呕心沥血，四

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许昌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新编《许昌县志》，以丰富翔

实的资料，通俗朴实的文笔，继承许昌历史的精华，追录旧时人民的苦难，述说民

主革命的巨变，记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胜利前进中的经验和教训，详陈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即全县人民在短时期内，告别贫

困，解决温饱，并向小康奋进的勃勃生机。总之，读新编《许昌县志》，既可以鉴古，

更能够知今，对外可宣介县情，对内可资助教化。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县志总编室杨建民主任嘱我们为书作序，感念全罨人民

为经济振兴所做的积极贡献，和全体修志人员“十年面壁”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

遂不揣浅陋，作拙文以表祝贺!并向所有关怀、支持修志事业的领导、专家、学者

及各界朋友，表示敬意和感谢!

’愿新编《许昌县志》有益于当代，无愧于后人。是为序。

中共许昌县委书记连子恒

许昌县人民政府县长李秀奇
⋯

199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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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县居中原腹地，早经设州置县，为汉魏名都。中华文化孳殖于中原，许邑

于建安、黄初之际为中原文化大逞璀灿之姿，是视许邑为中华文化之一导源，谁

日不宜?其地人文荟萃，硕彦朋兴，见于史册者代有其人。乡邦文献，久传不坠，

推本溯源，端赖乎志业之丕兴。许邑修志千年，自李唐樊文深始纂《中岳颍川志》

已见两《唐书》著录以降，明、清各有四修，民国有二修，先后合佚书在内，凡十一

修。其中明弘治时大儒邵宝所修《许州志》及1933年朱又廉所修《许昌县志》尤称

名志，可傲居志林之前列而无愧。今新编县志，十年磨剑，虽难侈言超越前贤，顾

念承前启后，其志可钦，其书也自具特色。全书共26篇，杨静琦编审于其序言中

已对全志内容有确当概括，并评《许昌县志》为“综合性强，系统性好"的新志，可

称公允相知之论。 +．

。

史志异同，方志界久有争议，纂修者也时有钤束手足之感。新编《许昌县志》

著笔之初即未拘拘于此，而以述、记、志、传、录、图诸体并用，庶收横不缺项，纵不

断线之效。其篇、章、节、目，结构亦称严谨；资料搜集颇为丰富；论述则经济、政

治、文教、科技以至古迹名胜，靡不详具始末，而经济篇章约占三分之一，以反映

经济腾飞的时代特点。烟草独成一篇，益见地方特色。，

概述为新编方志所独具，纵览新编诸志，体例各异，尚难划一。《许昌县志》之

概述，言不足万字，而古往今来之天地人各方面均见于笔下，而全书内容复得提

挈。其言简，其意赅，既方便于一般需知县情者，又启示欲知其详者之求读全书，

诚可谓得概述之立意。大事记贯串古今，当与专志之详今略古配合默契，而其要

在于比例适当。《许昌县志》解放前后之大事记述，大体上各居其半，使古今各得

其宜。由此可见，凡已有多种旧志的城邑，专志尽可详今，而纵不断线多可于大事

记求之。大事记与专志相辅相成，《许昌县志》其庶几乎l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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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县志

修志非朝夕之功，往往经年累月，历数载而始成稿。《许昌县志》下限止于

1985年而志稿成于1992年，其间主县政者数易其人，1986年以来之事功未见志

书，于当政者似有所憾。近年各地成志，常为此所困扰。《许昌县志》则于“1986年

至1990年5年间的要事，特别是改革开放，治理整顿的新情况、新成就，以‘补

记’形式列于附录’’。此当为主编用心之笔。或有人言，既付梓于1992年，《补

记》何不下延至付梓之前；我谓不然，事物之成败可否，非立时可辨，至少需经一、

二年之实践，方可置辞。《许昌县志》之止于1990年，应称主编者为有识。至于以

《补记》入《附录》，似尚可商榷，不若题为《1986——1990年政事纪要》，单列于卷

末，因入于《附录》易启畸轻畸重之思。

人物为志书灵魂，有俊才硕彦之诸般行事方可编织为一地之夺目光彩。生不

入传，旧有传统，今有条例；其生存人之有勋绩者则借传事不传人之例以存其事

迹。河南新编县志，多有以生人入传者。《许昌县志》固未能免俗，其人物篇之人

物传记与英烈名录理应设章，毋庸置议；而人物简介与人物表所入者则为存世

者，似违志例。尤以人物表，以官价、职称为入表标准，更非志体。此主编者自有

苦衷，当予曲谅，而究其实，私衷未敢苟同。

1989年6月，我应邀赴鄢陵审稿，得识许昌县志主编杨建民同志，坚邀作

序，情不可却，适以东渡讲学，未遑着笔。今春主编杨建民同志复亲临寒舍，再次

邀约。既感建民同志情真意切，复以宿愿待偿，乃粗读全志，略陈陋见而成此序。

来新夏

]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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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属中州之中，县境内虽无名山大川，但位处要冲，交通便利，自古为兵家

必争之地。又曾是汉魏两朝建安、黄初都城，政治、经济、文化开发早，特别在文学

上曾是“建安风骨"、“建安诗体”形成的中心。地方志的编纂亦发端较早，纂修频

频。有资料可考的，从唐至民国一千多年间，志书凡十一修，是河南省修志次数最

多的县份之一。其最早的是唐《中岳颍川志》，樊文深纂，《旧唐书·经籍志上》、

《新唐书·艺文志二》均有注录，惜志书已佚。之后，明代四修：明永乐二年

(1404){颍川郡志》，陈琏修、田琛纂，是河南省现存560多部中纂修时间最早的

志书之一；明弘治六年(1493){许州志》，邵宝纂修，邵宝为明代大儒，所修《许州

志》，与康对山纂修的《武功志》传为海内双璧；明嘉靖二十年(1541)《许州志》，张

良知修，钦用、王钵纂；明崇祯年间《许州志》，董嗣朴纂修，书佚。迨至清朝，亦四

修《许州志》：清顺治年间《许州志》，汪潜修，书佚；清康熙五年(1666)((许州志》，

胡良弼修，焦奎儒、寇哲纂，此志全国仅存两部，已十分珍贵；清乾隆十年(1745)

《许州志》，为甄汝州修，谈起行纂；清道光十八年(1838){许州志》，萧元吉修，李

尧观纂。民国以降，有1923年《许昌县志》，王修文修，张庭馥纂；1933年又有朱

又廉纂修的《许昌县志》手稿，当时因战乱，后日军入侵，未能刊刻。至新中国成立

后，于80年代开展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之始，才校勘、标点、注释，由中州古籍出

版社出版。朱又廉纂修的《许昌县志》，很有特色，经济内容记述详细，占全书

40％，改变了旧志重艺文、人文，轻经济的做法；书首又设《大事记》，以纠正旧志

偏于横剖而因果之效不张的弊端；尤其是在政治上该志多处揭露国民党的反动

统治所造成的民不聊生，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如司堂农民

暴动，则未提及，不表态。我认为这就是朱老先生的政治态度，他不追随国民党的

反动统治，不对人民的革命斗争横加诬蔑。当然，这部1933年的《许昌县志》也有



许昌县志

其时代局限性，如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还是蔑称为“贼"、“匪"。

俱往矣!许昌一千多年的旧志编纂历史过去了，它们都是封建社会、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看今朝，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1982年筹建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编辑室。编辑同志们将近十年的奋战，数易其

稿，又经南开大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特别是全国著名的方志专家来新夏教授的大

力支持，社会主义的、新型的《许昌县志》出版了。新编《许昌县志》从内容到形式，

从资料到观点，从体例到篇目，从文字到表格图照，均有新意。首先是《许昌县

志》的内容，以详今略古的妙笔，既写了许昌历史悠久，兵家必争，人文荟萃，名胜

古迹繁富，又写了近代帝国主义入侵，英美烟公司以压级压价压榨烟农的卑鄙手

段，掠夺许昌的优质烟叶，引起烟农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事实。尤其是以浓彩重

墨设专章写了中国共产党许昌地方组织成立后，领导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夺取了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领导人民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又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在建设道路上有失误，有曲折，但许昌县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县

《人民政府》章下设专节写了《主要施政活动》，比较系统地记述了许昌县改革和

建设的具体措施与做法。到1985年(志书下限)许昌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

增长12倍，年递增7％；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0倍，年递增6．5％；工业总

产值比1949年增长152倍，年递增15％；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2倍多，年递

增2．2％；烟叶产量比1949年增长10倍多；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1985年

人均纯收入252元，人均占有粮食425公斤，较新中国成立初期分别提高5倍多

和1．17倍。由于社会制度优越，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的健康

水平大大提高，人均寿命已由解放前的36岁提高到69岁。《许昌县志》还创造性

地增设《补记》，补上了志书下限之后出版之前的五年(1986．-．-1990)大事记，反映

了许昌县到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5年增长115．6％，农民人均纯收入533

元，比1985年增长111．5％(以上数据均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新编《许昌县

志》是一部进行民族优良传统、光荣革命传统和国情教育的好教材，它实实在在

地告诉人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发展中

国的真理；新编《许昌县志》是一个资料翔实的信息库、数据库，它将为决策者进

一步认识许昌、建设许昌、振兴许昌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新编《许昌县



序‘

志》的内容综合性强，系统性好，它将为各个方面、各个学科进行科学研究提供资

料和素材；新编《许昌县志》文字简明，不少部分写得颇有文彩，到许昌的旅游者，

也可将《许昌县志》作为一份上好的导游指南。总之，我读了《许昌县志》稿，精神

振奋，祝愿许昌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再展宏图，在当前温饱型经济的基础上，向

小康型大踏步迈进! 一

我在河南工作的几十年里，多次下乡到许昌县，参加过抗旱、救灾、农村调查

等，对许昌县的人民是有感情的。这次修志工作开展以来，又多次与县志编辑室

的同志切磋旧志整理和新志编纂问题，与县志编辑室的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许昌县志》是经过编辑同志们三干多个日日夜夜耕耘，呕心沥血浇灌而成的。当

县志出版之际，编辑室诸位同志多次邀我作序，我自感不可，但坚辞不允，仅写下

我查阅许昌旧志，特别是阅读新志稿的一些感受，权作序言。希望得到方志界同

仁、许昌县的干部和人民的批评指正。

杨静琦

199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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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凡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

二、志书反映全县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情况。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事件记述尤详，并尽可

能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上限不限，某些篇章上溯至古代。下限为1985年。1986至1990年5年

间的要事，特别是改革开放、治理整顿的新情况、新成就，以“补记”形式列于附

录。 。

四、结构为篇、章、节、目。篇前设概述，篇后设附录。篇章为专志，节目记实

体。综述、概况和篇、章下无题前言，根据需要设立，不作统一规定。章节横排竖

写，纵横结合，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

五、文体采用记述体、语体文，以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七种形式记述，志

为主体。
‘

六、资料来自正史、档案、馆藏典籍、方志和有关部门或知情人、当事人提供

的文字和口碑资料，书中不再注明出处。

七、清代以前纪年，采用帝王年号，用汉字书写，加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后以

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历史地名加注今名。

八、所书“解放后’’专指1947年12月15日许昌首次解放至1949年9月30

日这段特定历史时期。

九、各机关单位名称在章、节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所记区、乡、公社、村、

大队、生产队均按当时称谓记述，以反映时代特点。

十、本县志，志本县，非本县事一般不记，但与本县事有关联者，或在地域上

。Z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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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县志

曾一度隶属许昌县者，为求资料完整，酌予记录。

十一、立传人物限本县籍。

十二、古代艺术与碑刻，重点录新发现有保存价值者，过去见于旧志现仍存

世者，一般不录。

十三、计量单位以1984年2月国务院发布实行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

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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