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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志>出版了，这是一件大事，一件喜事，

我十分高兴。

淮阳是一处古老的历史文化胜地，也曾是长期

的地区行政中心，还曾作过楚都。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解放，领导淮阳

人民进行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淮阳人民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淮阳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

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淮阳人民正在继续

奋发图强，向着美好的富裕的未来前进。

编纂地方志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建国以前

淮阳也曾多次修志成书。这些志书给我们提供了许

多历史资料，但都不够全面，不够系统，而且还存

在着不少糟粕。最大的问题是它们都不能体现出人

民性。新编纂的<淮阳县志》，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代

新方志，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历史，特别是全面系

统地反映了淮阳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巨大成

就。因为存在着历史的曲折，<淮阳县志>也如实反

映了这些曲折历史在淮阳的表现。总之，<淮阳垦志》

是一部好县志。它将在淮阳今后长期社会主义建设

中发挥很好的作用。

<淮阳县志>是淮阳县地方志总编辑室的全体同



志和县各直属单位参与修县志的同志在中国共产党

淮阳县委员会与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多年努力完

成的。这些同志都为编纂<淮阳县志>立了功。地方

史志工作是长期的，希望同志们继续为新的地方史

志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河南省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邵炙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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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近六千年文明史中最大的一项文化建设工

程——新编《准阳县志》，告成问世，实乃千秋壮举，

全县人民政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桩盛事。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视为“经

国之大计”。淮阳，史称宛丘，亦日陈，锡名淮宁。

斯地修志源于宋，时撰<陈州图经》。明成《陈州志>，

为续修之藁本。清康熙三十四年(1665年)，州守张

器有修志之举。乾隆十二年(1747年)，《陈州府志>

竣事。乾隆十九年(1754年)，创修(淮宁县志》：道

光五年(1825年j重修。民国5年(1916年J，“盖继道

光志而作”，修成《淮阳县志》。民N22年(1933年)，

设馆再修，为旧志之殿。迄今中断50余年。

通观旧志，浩浩卷幅，虽不失为历史资料之宝

库，但囿于时代偏见，志法陈陈相困：内容多颂圣

褒吏，旌表节烈，真正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被拒之

于外，经济记述尤为荒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通人和，国家倡导

修志。1981年底．县委、县政府决定编写准阳第一

部社会主义新方志。遂组建机构，遴选人才，专业

行事，并动员社会力量予以支持。经三年多努力，

撰写专业志、乡镇志80部，成为县志之柢。1988年

初，进行总纂，编修人员以“超过前人，无愧后代’：



而自励，殚精竭智，寒暑不辍，夜以继日，奋力笔

耕。边纂边延请修志名流及业务部门审阅、校核。

岁末，初稿草成。旋邀专家、学者及邻右县、市同

行评审。翌年，总纂人员，览百家之新志，聚诸方

之卓见，悉心锤炼，益臻完善o 11月，终竣其工。

新编<淮阳县志>，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

论的观点。承旧志之精华，荷当代之诸业，纵贯古

今，横陈百科，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

之内。溶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以今为

主，详略互见，厘分25卷，洋洋150余万言，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披卷展帙，在昔者可见于

今，在远者可见于近o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o新编<淮

阳县志>的出版，无疑将对研究淮阳，开发淮阳，

建设淮阳发挥巨大作用。是我县各级领导励精图治，

宏观指导，硕画大业的高参良谋；是科技工作者调

查研究，献计兴淮，造福于民的资料库；是培育青

少年爱家乡，爱社会主义的良师益友；是解除邑人

远离桑梓莼鲈之思的信息处，实利于今而荫于后。

本志自鸠工之日逮付梓之时，曾受到中国地方

志指导小组、河南省史志编委、中国红学研究会、

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装帧艺术研究会、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参谋部西安测绘信息总站、广州<南方日报>

社、郑州大学历史系及中文系、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美术出版社、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周口地区

史志领导组及兄弟县(市)地方志总编室的领导、专

家、学者、同仁的关怀与支持：或高瞻远瞩，宏观

指导；或呕心沥血，伏案推敲；或献一技之长；或供

珍贵资料。县内各部门，各行业通力合作，各界人

士热忱相助，共襄其事，方众手成志。谨向为本志

倾注过心血，奉献过力量的单位和同志，致诚挚谢

意!

淮阳是中华文明开发较早地区之一。数千年来，

生活在这块膏腴沃土上的炎黄子孙，手足胼胝，为

华夏事业的发展，立下不朽功绩。而今，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110万人民，精神尤为振奋，·乘改革

之劲风，以龙骧鹏举之势，开拓前进，为把淮阳建

设得更美好、更富饶而努力拼搏!

县长s拿未
’1990年8月6日

纪多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经济、政治、文化等

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o

二、全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卷、人物卷、附录组成。专志并列，以

类相随，政治类前加现代政事纪略，经济类前加现代经济建设纪略。结构分

卷、章、节、目、子目、小目六个层次。

三、通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溯不限，下至1987年，少数节、目略

有放宽，大事记延至成书之日。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采用语体文。记述以事实为主，

不作评述。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皆力求简明、朴实、准确无讹。文字采用的简化字以国家公布的<简化字总表>

为准。
．

五、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府职官均用当时实际称谓，书中古地

名加注今名。

六、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均使用阿拉伯数字；民国纪年

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

七、计量。民国以后均采用国家计量标准：长度用米、公里：重量用克、

公斤、吨；面积用平方米、平方公里；雨量用毫米；容量、体积用立方米；耕

地用亩表示。建国初人民币面值折合现行人民币书写。

八、数字表述。各种名称、成语、顺序号用汉字，表示数量用阿拉伯字；

一个数值的书写形式要照顾到上下文，不是出现在一组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

凡例



统计意义数字中的一位数可以用汉字。

九、称谓。中国共产党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简用“中共”o建国后，县委

下属党委、党支部不冠“中共”二字。凡机关名称字数较多，首次出现用全称，

随用括号注明简称；中华民国时期的淮阳县政府，简称民国县政府，日本侵

华军，简称日军。

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简称建国，行文中用“建国前”、

“建国后”o建国前的人民地方武装冠以“中共”二字，县政府加“人民”二字。

十一、表格一般随文排列，以卷编排序号，文内注明见表。

十二、行文中的典故、特定简称、政治术语等，用括号注释，引用它书

原文只加引号，不注出处。

十三、人物生不立传。传、介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为主，以本

县籍为主，少数长期活动在境内又有重大贡献的客籍人物并卒葬于此者亦收

入，兼收个别反面人物。

十四、本志数据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若不属统计局业务范畴，则由业

务部门提供o

十五、本志材料来源于国家、省、地、市、县档案资料及正史、旧志、

家谱、报章、刊物和专著，有关人士的回忆，经考证鉴别后载人。

吒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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