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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锦绣华夏，政通人和。盛世修志，懿我山河。新编《鹿邑县
志》是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它的出版是全县人民的一件
大喜事。为此，我表示祝贺! -

《鹿邑县志》自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今，百年断修。民国年间，．
军阀混战，国家分裂，民不聊生，虽有人修志，但也是力不从-
心，难成夙愿，最终还是半途而废，不了了之。留下的一部《采
访手稿酰廖廖几页，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

以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万众一心，群情激昂，工、农、商、学各业蒸蒸日上，气象万
千，为纂写社会主义新志书谱下了宏伟的篇章。我们纂修《鹿邑
县志》的工作从1982年开始，历经七个春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
和多少人的辛勤劳动，现在，志书终于和全县人民见面了。

编修《鹿邑县志》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编写工作坚持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古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去

，伪存真，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服
务。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新编《鹿邑县志轨比较准确地记载
了鹿邑历史的发展和经济文化概貌；记录了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在
共产党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

t 进行的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不断胜利的历程。通过总结历史经
验，一定能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

国"，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不断胜
利的根本保证。、

⋯

绲邑县志》记述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
等诸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翔实，比较完整，比较科学。对全
县人民来说，是一部很好的“百科全书’’。我们应当把它作为对全
县人民进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家乡的教育的生动教
靛o

。

媲邑县志》的编纂，得到了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的支持，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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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和周口地区史志编纂办公室的支持；得到
了省、地和邻县的各位修志专家、行家的帮助。在编纂中，全县
编采人员认真调查、采访，积极编写，洒下了辛勤的汗水。这里
我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相信《鹿邑县志》出版后，在我县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
中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大家通过阅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一定
会受到鼓励和鞭策，以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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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永林
1990年8月4日



序 一
／J 一

鹿邑地处中州，是黄河冲积而成的一片良田沃土。自然环境
优越，水资源充足，土地肥沃，：林茂粮丰。城东太清宫是春秋时
期思想家，道教始祖——李耳的诞生地；城北枣集镇是中国名酒
—_味河粮液的生产地。全县九十多万人民勤劳朴实，有着光荣
的革命斗争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
辉煌的成就。

。

元朝至元二年(1265)鹿邑县名始一后，曾八修县志。明代
有乐志，为成化时训导乐韶编修；王志，为嘉靖时县民王尧日所
修。清代有陈志、吕志、许志、颜志，为知县陈王猷、吕士鹚、
许委、颜懋伦所修。一部光绪《鹿邑县志酰是知县于沧澜、马家
彦合修而成。民国时期的县志《采访手稿轨．纂编于战乱之中，不
果而终。历代这些志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鹿邑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情况，但是，。它们都不可能赞扬劳动人民群众；也
不可能客观地、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面目。只有在共产党领导
下，才能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用浓墨重彩描写历史真正的
主人，编写真正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新志书。于J9舵年开始编纂
新的社会主义的《鹿邑县志》，时经七载，几易其稿，内容之丰
富，事实之准确，文体结构之严谨，都是历代志书所不能比拟
的。如今终于付印出版了；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新编《鹿邑县志兢全书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设自然环
境、建置区划、政党、政权、农业、工业、军事、文化、习俗等
笳篇％章327节，图文并茂，洋洋百万余言，展卷翻阅，温故
知新，获益匪浅。它对全县人民来说，是一部很好的历史资料和
教科书。我相信，这部志书出版后，一定会受到全县广大干部群
众的欢迎和重视，．鼓舞他们改变山河面貌的斗志。对于旅居和工
作在外乡的鹿邑籍各界志士仁人来说，或将激发他们为振兴桑梓
献策出力的深情厚意，。启迪他们对家乡的美好回忆与追思。总

．之，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起到鼓舞民心，加强联络，团结奋
进，促进我县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作用。

航邑县志》的编纂是一项浩大的文字工程，稿经数修，七个



春秋告竣蒇事，饱蘸了编纂者的汗水。我衷心感谢全县的编采和
县志总编辑室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经过辛勤劳动，完成了一件
造福子孙的好事。我衷心感谢周口地区和河南省的修志领导、专
家、学者对《鹿邑县志》的支援和帮助。

最后，我真诚地祝愿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
出更加优异的成就，为今后纂修志书谱写更加美丽、更加辉煌的
篇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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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建廷
1990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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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广征

博采，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着力于今。

二、上限不等，一般起于明清，个别篇章追溯至远古或事物的发端；，下限为1985

年，个别地方为求叙事的完整性延记至1989年。 ’

三、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出发，按行业横向分类，纵向记述，纵横结合，不

为行政归属所囿。为突出地方特色，对名优土特产品破格设篇记述。
‘

四、取篇、章、节、目结构，全志分26篇，96章。概述冠于首，附录缀于后。

篇、章起处一般有前言，叙其梗概，揭示其规律。 ’

五、本志记述采用语体文，书面语。在述、志、记，传、图、表，录诸体中以志为

主。力求朴实严谨、文约事丰，图文并茂。

六、概述纵向钩玄提要，概全志之要，以览全局。

七、大事记以事系人，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以编年体为主。其它篇章横剖百

科，分类竖写。各篇容纳不尽之资料，收于书尾。附录”之中。·

八、遵循传统，不为生人立传；对有突出贡献的生人部分以简介入志，部分采取以

事系人的方式记入。专志”有关篇章。立传以本籍为主，兼顾外籍在县内有影响者。

九、历史纪年、地名、机构及官职名称，均按当时当地名称，必要者加注。历史纪

年在节与自然段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公元；I司节邻近再现时省注公元，略去年号之冠。

如：民国lr年(1922)，邻近再现“民国15年”，“民国20年”时，可略写为“15年”，。20

年”；光绪十八年(1892)，邻近再现光绪年份时，可略为二十年，三十一年。

十、数字按国家“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十一、当代政治术语按习惯用法，有时采取简称，如。文化大革命”简为。文革”，。土

地改革”简为“土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组织机构首次出现使用全

称，加括号注明简称，如：“鹿邑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为“县人大常委会”，

“中国共产党鹿邑县委员会”简称。县委”，“鹿邑县人民政府”简称为“县政府”，“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华民国县政府”

简称“县府”

十二、注释采用夹注和篇后注，夹注以括号与正文相分，篇后注附于章节之后。

十三、当代计量标准以国家明文规定的为准，．历史计量以当时规定记述，文后加
●

r

注。 ． ．

十四、本志资料来自县属各专业志及档案书刊和众人口碑，几经考证，务求准确，

为缩减篇幅，均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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