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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方志地名委员会

(1985年)

主任委员：周德满

副主任委员：赵燕唐振景陈启军

委 员：周长明(武装部) 刘祖培(城建局)

万俊山(市政协) 宋金生(民政局)

韩瑞振(市人大) 王春元(文化局)

高志励(市工会) 李敬尧(党史办)

张克俭(计委) 李玉璞(档案处)

刘宜贵(经委) 李才(满城县)

吴良生(公安局) 杨月亭(财政局)

保定市地方志委员会

(1991年)

主任：米绍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主任：靳伯仁(市委常委、秘书长)

张广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李国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同惠(市政府秘书长)

委员：许仁田(市政协秘书长)

方全(市警备区参谋长)

马新英(市工会常务副主席)
一 王胜恩(市计委主任)

刘文义(市统计局局长)

潘惠玲(市档案局局长)

李敬尧(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张长涛(市文物旅游局局长)

姬或(市经委副主任)

白福恩(市建委副主任)

杨月亭(市财政局副局长)

吴良生(市公安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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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生(市民政局副局长)

贾天然(市文化局副局长)

陈宝升(清苑县常务副县长)

范福生(满城县副县长)

尤文远(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保定市地方志委员会

(1993年)

主任：李、森(副市长)

副主任：蔡向阳(市委秘书长)

李国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同惠(市政府秘书长)

委员：韩学仪(市政协秘书长)

张准(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久华(市政府研究室主任)

张国亮(市统计局局长)

杨月亭(市财政局副局长)

陈宝升(清苑县常务副县长)

王忠顺(满城县副县长)

张千里(南市区常务副区长)

吕 先(新市区常务副区长)

郭迎春(北市区副区长)

刘新民(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保定市志》顾问委员会

(1991年)‘

主任：郗光(省顾委常委、原市委书记)

副主任：王铁(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旭(原市委副书记)

寇照欣(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耀(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委员：杜 畅(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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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江(原地委统战部部长)

李玉璞(原市档案处处长)

张树欣(原市委副秘书长、省博物馆馆长)

李瑞彩(原市委副秘书长)

彭德一(原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孟宪儒(原市政府副秘书长)

姬中洲(原地区二轻局党委书记)

崔季辛(原地区行署副秘书长)

马敬天(原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张培(原保定日报社编委)

张连贵(原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保定市志》顾问委员会

【1993年)

主任：郗光(原市委书记)

副主任：郭旭(原市委副书记)

杨国华(原副市长)

委员：梁佩秋(原市政协副主席)

杜畅(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孟宪儒(原市政府副秘书长)

崔季辛(原保定地区行署副秘书长)

吕志毅(河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李玉璞(原市档案局局长)

姬中洲(原保定地区行署二轻局党委书记)

名誉主任：

主 任：

《保定市志》修审委员会

(1996年)

靳伯仁(原市委副书记)

靳述凡(原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

李国钧(市人大顾问)

蔡向阳(市人大副主任)

李同惠(市政府秘书长)

厂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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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杨金凌(市政府副秘书长)

赵静(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委 员：许仁田(原市政协秘书长)

梁中江(原地区行署秘书长)

崔季辛(原地区档案局顾问)

张紫贵(市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专职书记)

马敬天(原地区民政局副局长)

姬中洲(原地区二轻局书记)

尚友萍(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周炳煜(原地区体改委副主任)

顾鹤呜(原市统计局副局长)

刘宝营(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主编：尤文远

常务副主编：孙进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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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 言
日IJ 吾

《保定市志》的编纂从动员到成书历12年的时间。1986年1月，市政府

召开建国后全市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部署本届修志，下达市志编纂规划

和编纂体例，修志工作在全市普遍展开。经过组织发动，编写基层志、专业

志，撰写市志稿等阶段，以及三次调整市志篇目，三易其稿，经受了机构调

整、人员及政区变动等考验，在市委领导、政府主持下，经过全市修志人员

的共同努力，12易寒暑，终于成就50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

在修志过程中，质量和进度始终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编纂工作要经过

资料、体例、文字等众多关口，如何能闯关夺隘，既需要编纂者有冲锋陷阵

的勇气，又要有打持久战的耐心和科学的态度，在狠抓进度的情况下，始终

把握志稿的质量，把继承传统和创新结合起来，落墨着笔，字字推敲，在追

求志稿的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时代性和地方特点上下功夫，提高志书

的生命力和使用价值。

志书是一方的百科全书，是资料性工具书，丰富的资料是志书的价值所

在。《保定市志》的编纂，正是在志书的资料性上下功夫、花力气。从开始

发动即采取了分步骤的方法，夯实资料基础。从1986年初开始组织发动并

组建修志队伍，组织人员培训，建立起一支近2000人的修志队伍，着手基

层志的编纂，至1988年基层志编纂工作基本结束；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编

纂专业志，各单位按统一规划，在基层志(厂志、所志、校志等)的基础上

编纂专业志，到1991年底，大部分单位专业志编纂工作结束，全市共编纂

基层志和专业志书350多部，其中正式出版90余部，搜集各种资料上亿字，

为市志编纂打下了资料基础。

搜集资料不易，科学地使用资料同样不易，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如何

科学地甄别、筛选、运用，作到博观约取，把最有价值、最能体现地方特色

和时代特点的资料载人志书，不仅要求编纂者具有史才、史德和丰富的学

识，而且要有对地情的准确把握。

保定是历史文化名城。西依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自古为交通孔道。

战国时即为燕南赵北之地，自此以后，几乎每逢政权更替，保定一带即有战

事发生。北宋时期，此地为宋辽边界，北宋于此建州城，始成军事重镇，与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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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桥、草桥、益津三关组成一道抗辽防线。金、元定都北京后j保定为畿辅

之地、首都门户。清代进而成为直隶省会。民国前期为直系军阀的大本营，

全省乃至全国的一些重大事件亦与保定有关。保定又为北方辛亥革命的发祥

地之一。长期受战争的熏陶，培养了保定人民的尚武精神，多慷慨悲歌之

士。同时亦由于战争和迁民的影响，历经数次民族融合，促进了多民族文化

的交融。保定城从州城到府城及至省城，上千年问形成了丰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近代以来，新学兴起，保定教学勃兴，学校众多，有“学生城”之称，

尤其是军事教育开我国现代军事教育之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文

重教之风不衰，城市的各方面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由于历史上保定城衙署众多，并建有相当数量的他省会馆，人口具有很强的

流动性，在文化特性上，既显示出本地文化的特点，又含容其他文化的综合

性特征。特别是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流动人口的进一步增多，对外交往

的日益广泛，普通话的普及和人们接受各种媒体信息量的增加，方言逐渐被

普通话所取代，综合性的文化特征日益丰富多采，并且伴随着物质生活条件

的改善，各种民俗，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嬗变。把握

住保定这样特定的环境、特定人群的观念、思维、行为和由他们创造的文化

和物质文明及其演变发展，即可表现出保定的特色。

保定修志始于元代，明、清两代多次修纂。自清光绪七年(1882年)的

《保定府志》到本届修志，保定志书断修100余年。本届修志属非续志，是

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修志，从古代写起，而重点则是反映近代以来特

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和现实。这百多年来，正是保定各方面

变化剧烈的时代，要使志书全面地、立体地反映这个时代，就要处理好传统

和发展、继承与创新、历史与现实、整体与个别、详和略、繁与简、纵与横

的关系，把资料科学地融贯于全书。

在对地情基本了然后，编辑人员对资料进行分析类比，在搜集资料提纲

的基础上，修订成市志编纂篇目，在强调整体化、掌握均衡的同时，突出保

定地方特点。加大经济部类份量，突出经济和城市建设内容，使其几占整部

志书内容的二分之一；设专篇记述清末、民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和建国后的政

治运动；在教育卷中用一定笔墨记述明清及民国时期保定教育的发展，并设

专篇记述军事教育；文化卷突出了文学艺术和民间文学的记述；民俗突出记

述了具有本地特点的内容；人物卷中既记述了本籍人物，又载人对保定有重

要影响的客籍人物。在基本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下，一般人物采取以事系人

的写法，事迹散见于有关章节，对重点在世本籍人物集中设立了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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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握住志稿质量，设立了市志顾问委员会和修审委员会，专司审改

稿工作，并于1992年11月在保定召开了华北地区城市志协作会，由各地修

志专家和同行对《保定市志》部分志稿进行评议o 1995年开始，再次集中力

量对志稿系统地梳理、修改，进一步核实资料、调整篇目。总纂工作分三步

走。第一步由主编、副主编对初稿统一修改，修改后打印成送审稿，将送审

稿分别交由原撰稿单位和修审委员会成员修改和审核把关。第二步在集中各

方面意见基础上，再由主编、副主编加工修改，基本形成定稿。第三步在定

稿打印过程中，又由有关人员进行校改。总纂着重在观点、体例、史实、文

字上下功夫o
‘

把握观点，不出纰漏。本届修志，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关键是如何贯

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在《保定市志》编纂过程中，特别是在总纂阶段，坚持

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溢美、不隐恶、不曲笔、不夸饰，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公正地反映保定的历史和现状。

调整结构，完善体例，追求篇目整体结构的优化。在对志稿记述内容有

更明晰的认识之后，经过对各方面内容综合类比，再次对篇目进行调整，删

减了一些过于细碎的篇目，处理了不同部类中有重复交叉的篇目设置，进一

步突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有本地和时代特色的内容。本志下限是

1988年，考虑到1994年底保定地、市合并，保定市政区扩大这一情况，专

设一卷附录，设置了保定市及所属各县(市、区)概况，保定市现辖区内历

代著述和艺术名人介绍，以体现保定市整体风貌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内

涵。

核准史实，不留疑点。史料的准确无误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基础，因此志

书的编纂者自始至终都抓住这一关键环节，除了在资料的选择上分清主次、

巨细，在撰稿和审改稿过程中时刻注意对史料的订正，从历史事件到时间、

人名、地名、数字、专业术语等，都通过志稿的上下几次反复，进行校订、

核对，不放过一个疑点。

加工文字，统一文风。志书是众手成书。几百万字的洋洋巨著，不可能

由几个人执笔完成。众手成书，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可在较短的时间

内成就这项系统文化工程，但由于众多执笔人各写一部分，相互之间缺乏沟

通，同时亦由于执笔者的水平不齐，出现了记述轻重之一、文风之一、内容

重复交叉甚至矛盾，所以编纂者既要笔削繁文、统一文风，使语言明白晓

畅、严谨精炼，又要有整体思路，在宏观上对各部类志稿进行协调，进一步

筛选内容，解决重复交叉问题，在突出重点的情况下，掌握部类间的大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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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经过几番整理、删削，从初稿的700万字，修改成送审稿的550万字，

进而修改成仍有500余万字的定稿。这样对志稿大规模的修改，得益于全体

编辑人员的团结一致，认识统一，顾全大局，大家都有出精品、创名志的意

识．始终把质量视为志书的生命。

《保定市志》的成书，自然离不开全市修志工作者的艰苦努力。而各级

领导、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修志工作的支持和关心，对志书编纂工作步步

推进提供的组织、人员、经费、资料和其他必要条件的保证，同样是成就志

书的关键。对此全体修志人员铭感于心，在此一并致谢。

虽经12度春秋呕心沥血，“为伊消得人憔悴”，在志稿付梓之际，编纂

者仍惴惴然不能心安，犹恐功力不到，定夺失当，有负历史和桑梓父老的重

托。惟望专家学者、领导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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