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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盛世修志，溯古追源，兴利除

弊，爰作殷鉴，传诸永世，为千秋伟业。新编《平陆县志》适逢国泰民

安、致力四化建设之时问世，实系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莫大盛举和

喜事!

平陆襟山带河，资源富饶，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平

陆是山区，又是革命老区，人民勤劳朴实，淳厚善良，对共产党、社会

主义无比热爱。在这方古老而深情的热土上，历代平陆人民以坚韧不

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披荆斩棘，辛勤耕耘，为中华文明史做出了积极

贡献。特别是近代史上，仁人志士抱定拳拳爱国之心，孜孜以求，舍身

不渝，敲响了埋葬封建帝制的丧钟。从本世纪20年代起，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平陆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

大山，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之幸福生活，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以鲜血

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之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公姿态，重整乾坤，发展交通，兴修水利，

植树造林，改造河山，带动平陆经济恢复和发展。40余年披星戴月战

天斗地，刻苦探索无私奉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物质、精神文明建设并举，改革开放，勇于进取，依靠科

技振兴平陆，走出了山区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路子。古老的平陆焕发出

勃勃生机，面貌一新，今非昔比。

新编《平陆县志》，严循志体，横排门类，纵述始末，以类系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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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事系人，经纬分明，诚为集本县古今史料大成之作。她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或贤明善

治之举，或决策施政之误，均秉笔直书，不溢美讳恶，全面系统地反映

了平陆建县以来自然、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本着详今略古原

则，着重记述平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革除旧志“重人文、轻经济’’之弊端，

对新中国建立后本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繁荣巨变，予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充分体现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对重大历史问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客观反映历史本来面目，

用生动事例证实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作为一县之百科全书，新编《平陆县志》有“资治、存史、教化’’之

功用。观其地域，是山西和运城地区之南大门；观其建置，历代兴亡盛

衰之经验教训足资借鉴；观其经济，则损益之道有章可循；观其人物，

则不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典范；观其全志，既能肯定立国之本，又

能领悟富县之路。平陆之贤才高士，可谓代有辈出；平陆之天地人，可

谓在雕之璧。随着时光推移，山塬沟滩之利将兴，山塬沟滩之弊将除。

惟愿全县人民发扬光荣传统，解放思想，开拓眼界，把握时机，变不利

为有利，变劣势为优势，立足山区，建设好山区，治好一方土，养好一

方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展示宏图、谱写华章，无愧于古人而

有功于来者。诚如是，则幸甚。

中共平陆县委书记王俊喜谨序

19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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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我于1986年到平陆工作，初任县委副书记，1989年主持政府工

作，后又主持县委、政府工作。六年间，平陆人民勤劳、朴实、纯厚、善

良、崇高的光荣传统和美德，常给我以薰陶和启迪；平陆人民不畏艰

辛、勇于创业的革命精神，常给我以鞭策和激励，催我自新，促我上

进。平陆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蕴藏着山区人民对党的无限深情

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可谓“山高水深红锦地，一沟一壑也风流’’。这

一切使我深感平陆可爱，平陆可为。今年恰值平陆县第一部社会主义

新志问世，实乃全县人民为之庆贺的大喜事。我有幸躬逢盛举，襄成

伟业，可算千载一遇之良机。

平陆为古虞国地，历史悠久，地灵人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也较早，有灿烂的文化遗产和光辉的斗争业绩，不少珍贵史料和重要

事件，应载入史册，垂之千古，永为殷鉴。，
‘

平陆素有编修县志的优良传统。据记载：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邑尹王发蒙同邑绅崔汝孝创编县志。此后，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

隆庆六年(1572)、清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五十二年(1713)、乾隆

二十八年(1763)、光绪六年(1880)，都有过重修或续修。光绪六年至

今百余年来，虽屡有修志动议，而且其间光绪三十四年(1908)邑人王

从龙写出《平陆县图志歌略》、民国二十二年(1933)县长左恒祥辑成

《平陆县修志采访录》，然而，均未来得及系统整理，终未成为正式志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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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历史新纪元，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召开，给平陆带来无限生机。全县人民乘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献身四化、奋力拼搏，为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新平陆做出了卓越贡献。盛世修志，势在必行。

1981年建立县志编纂机构。县委、政府历任领导马景虎、陈天源、

王俊喜、常修德，以及分管县志的负责人乔云龙、嵇明法、戴祖庆等，

均为之倾注了心力。在县志编纂过程中，县志办同志克服了许多实际

困难，不避酷暑严寒，夜以继日，笔耕不辍，艰苦备尝，劳绩斐然。不少

负责专志稿的同志，也为完稿成书尽了最大努力，付出艰辛劳动。

《平陆县志》共三十四卷，达百万言。这是伟大历史时代的产物，

是众手成志群体智慧的结晶。翔实记载了本县古往今来有据可查的

历史和现状，注意了政治上的坚定性、体例上的科学性、资料上的真

实性和文字上的条理性，有资治、教化、存史的积极作用。古为今鉴、

今为后戒，其意义将极为深远。接前人之火炬，启后世之光明。我虽不

明敏，岂敢不竭智尽力而为!愿与全县人民共勉。是为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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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岁次癸酉，奉调莅平。适逢《平陆县志》筹金结印。新志出版，此

乃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举。予接任斯地，深感机遇难得，责无旁贷，

乃鼎力襄助，玉成厥功。

编修地方志乃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综览《平陆县志》实为一方之百科全书，人文、物产、

风俗、民情、经济、政治皆包罗其中。修志诸同仁备尝艰辛，可谓“字字

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其《志》广征博采，取精用宏．谋篇设

目，遣词造句，实有独到之处，颇具特色，且能秉笔直书，存真求实，古

为今鉴，今为后戒，追述以往，反映当前，影响将来．利今世而惠后人，

确有“资治、存史，教化’’之功能，实为一项意义重大之社会文化建设

工程，其社会效益将不可估量。

平陆古为虞国，是商中兴贤相傅说故里，历史悠久，山河秀丽，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有古代之辉煌，近代之繁荣，当今之灿烂。尤其在

战争年代，平陆人民历经血与火之锤炼，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

极为悲壮之英雄主义凯歌。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平陆人民又以智慧

和汗水描绘了一幅幅令人难忘之蓝图。改革开放以来，平陆人民更新

观念，英姿勃发，锐意迸取，犹如百舸争流，千船竞发，大胆探索富民

之路，充分发挥山区优势，开发山区潜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物质、

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平陆前景可观，平陆大有可为。生于斯或任

于斯者，能不厚爱深恋，激情满怀，奋发而有为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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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先予来平陆之历任施政者，政绩卓著，功德无量，人民难以忘怀，

为予之师。“他山有砺石，良壁逾晶莹”。予赴斯地，步前贤之足迹，以

先师为楷模，继往开来，任重道远。思人民之重托，念才力之有限，知

建树之维艰。然而，事在人为，业在人创，况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有先

例作借鉴，人民作后盾，遂使予精神振奋，胆识倍增。决心承流率下，

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竭智尽力，增新创无，造福一方，不负众望。耿耿

此心，天日可表。

予愿在建设平陆，振兴平陆中，与全县二十一万人民共勉。

平陆县人民政府县长徐信安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力求准确地反映时代

特点和地方特色，并起到存史、资治、教育的作用。

．二、本志断限，上起所载事物的发端，下迄1990年。有少数延伸

到1990年以后志书成稿之时，专设“志余”以记载。

三、本志为多卷体小篇章结构，全志34卷，先历史，后现状；先自

然，后社会；先经济，后政治；先宏观，后微观。列概述于卷首，列大事

记、附录于卷末。

四、本志述、纪、志、传、图、表、录并用，详今略古，横排竖写，图表

照片附于各类之中。

五、本志人物，分人物传记、人物简介和烈士名录。凡入传、入简

介的烈士，烈士名录中不再重复。反面人物列于最后并以字级区别。

六、本志立传人物按去世时间排列，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生不

立传，但在记事中不受此限。

七、本志行文用语体文记叙体。文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年10月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对特殊姓氏、名字以及地名

例外处理。

八、本志纪年，1949年10月1日前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历纪年，

公元前的加“前"字；1949年10月1日后用公历纪年。清以前历史纪

年用汉字，民国纪年及公历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数字遵照1987年1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

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办理。

十、本志计量，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关于我国统

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若所依据材料的计量单位，不便

换算成法定的计量单位，亦使用原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单

位，在行文中不可避免时，亦照录。引用旧资料从习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十一、本志对一些字数太多的常用词组，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以后用简称。历代职官和地理名称均按当时习惯称谓，必要时括

注今称。

十二、本志引文时原文照录，加引号，原文残缺的字，用口口充其

位。转述大意不加引号。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除国家出版的各种史书注明出处外，其余

概不详注。文中必要的注释，视情况采用夹注或脚注。

十四、本志体现老区特点，所标述全县“解放”时间的含义，系指

民国36年(1947)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在本县得到完全巩

固。它比新中国成立时间要早两年零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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