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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
，

一、本志采用编下设目结构，其内容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及附录

组成。概述综叙县情，总摄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记叙建置以来的大事、
要事；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编，分设建置、自然地理、人口、农业、水利、工

业、乡镇企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工商管理、财税金融、党派群
团、政权、政法、民政人事劳动、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社

会、人物共22编，编下设目95个，子目256个；附录收入了不便入专志的
重要资料。

二、本志资料来自多方面。无文字记载的以文物部门发掘的遗址和出土

文物为依据；有文字记载的以正史、旧志、档案资料和有关专著及各部门提

供的资料为主，兼有编者采访调查的材料。编纂工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

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 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录、图、表等综合体裁进行叙事。概述有叙

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是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均用记叙文

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专志横排门类，纵叙史实，

以历史顺序为经，以行业事类为纬，以目系事。

四、对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

者为主，亦收入了几个反面人物；以本县籍为主，亦载人了在本地有较大贡

献的客籍人士。建国后，凡经省以上命名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及1985

年健在的本籍各界知名人物，均采用了以表记名的形式。

五、本志力求贯穿古今，上限限于资料不能整齐划一，下限止于1985
年。

。

六、为省略篇幅避免重复，各编目之首一般不作。小序”。

七、各项数据，一般采用本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少部分，采用各有

关单位的数字。．

八、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

语、专门名称等均用汉字。农历采用汉字书写，公历采用阿拉伯数字。

九、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府和职官名称均用当时的习惯称谓。

为方便读者，人物生卒年采用公元年号，以生年为序。 ． 一j

十、根据习惯用语，对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和本县解放前后等

语，本志多简称“建国前后”或。解放前后”。



序

按照新型志书的要求，编纂《霸县志》的工作已经完成。这是一项具有

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文化建设，既有益当代，又荫及后人。 、

霸县修志源远流长，远自明洪武，近至民国二十三年的500多年问，

曾修志八次。旧志对霸县的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乡土民情都有

一定的记载，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旧志内容多偏重于歌颂皇恩、夸耀乡贤，妆点名胜，旌表烈女，而对农、

工，商业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则很少记述；并把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的行动

贬为匪、寇，这显然是不对的。

自民国修志迄今已过半个多世纪。过来的这一段历史，史料丰富、经验

宝贵j因为在这一阶段正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倒。三座大

山”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正是我国人民为改造贫穷

落后的旧中国、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艰苦奋斗并已取得

辉煌成就的时代。在民主革命时期，霸县党政军民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

派、汉奸伪顽、地主恶霸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无数革命先辈抛头胪洒热血，

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县人民为改

善生产条件，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艰苦创业，取得

了巨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深刻的教训。因而编写好建国后的第一部《霸县

志》，把本县人民的英雄业绩载入史册，把分散的、历史的、现状的各种资

料收集起来，鉴别核实、加工整理，成为综合记述霸县全貌的历史文献，这

．对于保存史料，鉴往知来，对于两个文明建设，均具有重大意义。

这次修志，不是沿袭传统对旧志的续修，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 唯物主义，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力求能把霸县古今，特别是把建国以来

霸县的概貌诸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俗等演变的过程

反映出来，成为一部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的新方志，使之成为存史资政

的历史借鉴，成为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乡土教材。 一

编纂县志的工作，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因此，从1 981年9月成立了

县志编纂委员会，设立了县志办公室。县委、县政府动员广大干部群众予以

支持。县直各部门积极配合，各乡镇村街通力协作。县志办公室除专职人员

外，还聘请了政治水平高，热心修志而又熟悉本县情况的老同志参加编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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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历经七个寒暑，真可谓专群结合，众手成志。修志过程中，县志办的同

志努力学习，悉心探索，博采众家之长，认真研究，多方考证，纠旧志之

错，创方志之新，不负人民的厚望，使这部志书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

在新的历史时期，望全县人民，各级干部借此鉴古知今，继往开来，谱

写新的历史篇章。

刘凤群

昝’思明

198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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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

争。国共两党同仇敌忾，再度合作，共御外侮。次年，爱国史学家先师海盐

朱逖先(希祖)与南皮张溥泉(继)倡修国皇，1 939年1月，向国民党五届五

中全会提出建议书说：。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

魄。⋯．．．自吾祖宗缔造历史，历代赓续，未曾中绝，垂四五千年，而光昭天

壤，世界各国无与伦比。国土之大，人口之众，皆受历史精神融铸，断然不

可分割。为子孙者，岂可妄自菲薄，不为继续撰述，传之无穷，而自侪于无

史国家乎?”地方志是一方的历史，史志功用相同，国家既不可无史，则地方

安可无志。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志乘辄60年一修，形成了传于今日8700

余种方志的珍贵史料宝库。修志实是我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建国以

来，党和国家本1 941年的倡议，1 956年、1 980年都提出修志任务。灼识

卓见，光耀史策。 ，
。一 1．，

霸县和全国各地一样，修志传统悠久；+明代以来纂集8次。1 981年9

月又响应党的号召，设县志编纂委员会，1 985年定为县委常设机构，‘采取

。专群”结合办法，从事编宰j，至1 987年秋成书二十二编，洋洋数十万言。

我以兼旬之力，拜读全文，知其修志指导思想和政治要求，是符合中国地方

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运用了新的观点、方法、资

料，系统地记载了霸县自然、人文等今昔状况。篇目完备，资料翔实，文字

浅明，对四化建设、发展科学文化都提供了依据，并对进行爱国主义、共产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珍贵的乡土教材。诚不负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全县

人民的期望。编纂同仁辛勤工作，日以继夜，孜孜不懈，这种精神实为可

贵!

．详绎全书，《概述》一编，．简明扼要地说明本志全部内容及本县各方面

的情况，文约意赅，言之有物，且抓住了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最为可喜。

谈到水乡风光宜人，故民生其间出了不少才艺士女，驰名国内外。所述本县

现代革命斗争中发生的可歌可泣的事绩，涌现出叱咤风云的人物和披荆斩棘

开天辟地的英雄、烈士、劳动模范，鼓励了乡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勇气和信心。厚今薄古，尤详近代。如历史上刘六、；刘七以及民妇王氏的

农民革命、民族战争以及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与其所造成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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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都作了详细调查，披露无遗。在日本右翼分子制造两个中国意有所图的

今天，具有唤醒国人安不忘危的教育意义。对改革、开放、搞活以来本县发

生的巨变也较详地铺叙。深得详今略古精义。全书记事载言，先作社会调

查，故能收到史料丰富、内容翔实之效。

霸县地处“九河下梢”，港叉交错，淀泊相连，低洼地区有水产之饶，是

稻禾、蒲苇、红荷、金鳞、紫蟹的水乡，。碧波千顷，鸟欢鱼跃，蒲苇连绵，

菡萏吐艳”。其高上地区，每当秋季，。棉田似锦，五谷结实，瓜果飘香”，诚

如《概述》所描述者。惟自淀洼断水，渐至淤积，自然生态颇受摧残，对农

工生产亦不无影响。。直隶(指今河北省)六镇”的胜芳及明代谚语所谓。金石

沟，银胜芳，铁打的左各庄，赶不上信安一后晌(一下午)”的商业发达、贸

易兴旺景象已成历史陈迹。窃以为兴修水利，是否利用自然，因势利导，上

下游兼顾，水陆并举。统筹长期规划7如能取上游之水，养殖水生动植物，

招致禽鱼，广植柳苇，似可使昔日胜地保住持续发展。深愿省县当局本《新

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指示，。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的决策”，方志作

用即在于此。区区之见，未悉当否7
’

霸县高阅仙(步瀛)先生，近代大儒，学优品粹，。七·七”事变后甘贫，

不为敌伪所屈，忠贞可风百代。当代学者予友王重民、孙楷弟、程金造、刘

儒霖皆出其门，。1予敬阆仙先生，因敬其桑梓，邑入撰成志乘，嘱为一言，因

拜而欣然序之。
一

．傅振伦 ．’

1987年丁卯岁秋分于北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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