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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中共涿鹿县委书记 张卫东

涿鹿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晓光

《涿鹿县志》创修于1986年，1991年9月定稿，由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1994年1月，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评为优秀志书、涿鹿县为

修志先进单位。惜原县志印数不多，供不应求。处在世纪之交的涿鹿人

民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又经十年时间投身于改革开放，正以

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为了激励后来者，迈入新世纪，又据上级指示和

积累的丰富材料，决定续修、重修《涿鹿县志》。对于她的问世，我们在此

表示祝贺!

《涿鹿县志》(重修续修版》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新的观点、新的方法，以翔实的材料

编写的一部具有时代特色、地方特点的新县志。为县内一部百科全书·

涿鹿县历史悠史，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额刚所言：千古文明开涿鹿。

一部记载我国上下几千年的《二十五吏》就是从发生在涿鹿大地上的黄．

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而邑于涿鹿之阿”开篇写起的。境内土地肥

沃，物产较为丰富，以产粮果著称。桑干河由西向东横穿全境，素有“千

里桑干唯富涿鹿"之说。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的黄蚩之战，开拓了华夏的

新纪元，推动了历史的新发展。历史上曾有多少帝王将相、才子英贤挥

毫或泼墨成章，表达对涿鹿的歌颂、向往和热爱。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

者文天祥在就义前挥笔而书：“我瞻涿鹿郡，古来战蚩尤，黄帝立此极，

玉帛朝诸侯。历历关河雁，随风鸣寒秋。迩来三千年，王气行幽州"。此

诗表达了文天祥激烈要求祖国早日统一、民族富强的愿望。清代乾隆皇

帝钦笔标榜，留下《涿鹿行》浩然诗篇。我们敬爱领袖毛泽东于1937年

o。· 。一_|。 夕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言

4月6日挥笔直书“涿鹿奋战，区宇以宁”不朽文词。近代著名诗人田汉

1960年9月10日亲临涿鹿劈山大渠，即兴赋诗一首《劈山大渠颂》：

豁当年黄帝战蚩尤，大雾漫天铁作头，怎及人民驱旱魃，桑干诃向凤腰

流"。如今涿鹿这片土地上，又一派生机，改革、开放正象春风一样，温暖

着黄帝故乡人民的心田。我们坚信，二十一世纪，华夏子孙更将把故乡

建设的富饶美丽，中华民族发祥地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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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导，‘

力求做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思想性、科学性

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略古详今’’为原则，远年稍略，近年较详，立足当代，突

出现代。着力反映涿鹿的历史与现状，把记述重点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志特点。

三、本志断限：上限因事而异，适当追溯，上溯至涿鹿县域有文字

记载或口碑可考；下限一般止于1 999年，个别止于2000年底。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六种形式，以志为主体。少数专

志以时为序，纵贯古今；多数卷“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五、全书结构：分编、章、节、目，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表、图及照
片。

六、本志资料来源多由县直有承编专业任务的单位提供；部分由本

室从档案、图书、碑记、历史文物中搜集和有关专业部门或知情人，当事

人提供的材料，凡考证元误者即予载入，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纪年，辨注出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用皇帝年号纪年，使用汉

字，民国以后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

八、数字书写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不符的

折算。耕地面积沿用“亩”为单位，产品型号依照原文，所列金额数字。
1 955年3月1日以前系按国家币制改革前人民币计(旧人民币一万元‘

折合新人民币一元)；1955年3月1 El以后按新人民币统计。

九、人物以本县籍为主，先后排列，以卒年为序。

十、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1958年至1983年间以

公社、大队称；其前其后均以乡、村建置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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