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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州地方统治者崇佛护法是幽

州佛教发展的根本保证隋唐期间，

统治幽州的地方官吏数以百计，其

中幽州节度使唐代 就达四十位。这

些人大多信佛，并积极为佛教做功

德。如朱希彩“捐地倾资”建龙泉

寺@；刘济舍宅建崇孝寺④；刘总舍

宅后，上表请求去宫出家，“穆宗遣

中使赐额日报恩， 封总为大觉师，

赐僧腊五十”@； 张允伸敬佛延僧，

为僧道宗树碑立传@；李匡威出资建

悯忠阁⑦；刘仁恭为僧释亡名建塔@；

就连叛唐的安禄山 、史思明也不例
图1一I一3房山云居寺唐代空仙公主塔

外，他们为悯忠寺也各建塔一座@。幽州地方官吏对佛教的崇奉在房山石经中

也有充分的反映。 从唐代刻经题记看，参与刻经的地方官吏，贞元到元和年间

(785年—820 年)有刘济；大中咸通年间(847年—873年)有杨志诚、史再

①《旧唐书》卷6 第12l页‘捌天皇后)。

国唐采师伦：(悯忠寺重藏舍捌记)，‘日下旧闻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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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区县的热心指导和帮助。

鉴于大兴历史上仅存一部志书，旧档案资料奇缺，修志人员自身素质等多

方面原因，新编《大兴县志》尚存在诸多方面的缺陷和纰缪，望县内外各界人士

及广大读者，在看志用志的同时，不吝赐教。

大兴县志编纂委员会

200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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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大兴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

是地系统记载大兴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注重反映时代特征和地方特

色。 一

二、本志记事时限，依据贯通古今、详今明古原则，上限力求追溯事物发端，

下限止于1990年。为弥补志书下限至志书出版时的数年空白，特在卷尾增加

1991年-2001年资料选。照片、地图亦对下限有所突破。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域为准。鉴于大兴为数百年附郭京县，在

记述新中国成立前某些事物时，记述范围稍有延伸。辖域内之中央、市属单位，

或融入各编统一记述，如大事记、卫生编、军事编等，或在各编列专章简要记述，

如农业、工业、教育等。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分志各编和附录等组成，辅以图(地图、照片)、表。

概述：综述县情，突出特点，总摄全志。

大事记：为全志之经，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所记之事，或为在全

县作用大、影响大的大事，或为此处不记即为缺项的要事，或为带有发端性的新

事o

分志：按事物的属性及相互关系共设31编122章389节，各编横分门类，纵

述史实，力求记清事物的发端、发展及现状。

人物编：遵循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以本籍人物、正面人物为主；传记不分类

别，以卒年为序排列。

附录：按所附文章体裁分为专记、考证、资料辑存及民间史话传说故事选四

部分。所选内容，多为大兴特有事物且不能在他处展开记述者，与概述、大事

记、分志各编相互照应，为志书重要组成部分。

五、本志采取中小编结构，设编、章、节、目四个层次，编下设无题小序。全

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各体，以志体为主。采用规范语体文和记述体，

以第三人称行文，各编多以一节、一目或一个自然段为记述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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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纪年采用历史纪年和公元纪年并用的方法o 1911年以前，采用中

国传统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1912年起，使用公元纪年，以阿拉

伯数字书写；年代，指20世纪年代。

七、本志采用的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种数据，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资料；新中国

成立后的各种数据，以县统计局统计资料为准，其缺项部分依据有关单位提供

的资料。

八、本志数字的书写，以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5年12月13日发布的《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标准；5位以上的阿拉伯数字，一般改以万或亿为单位。

九、本志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沿用旧制；新中国成立后，一般采用国务

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实施的法定计量单位，个别情况下仍使用传统市制单

位，如农田面积以“亩”为单位，原定量供应居民的食油以“两”为单位等。

十、机构、组织、单位、职务等，沿用当时称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扶植的

傀儡政权及其官职，则冠以“伪”字；古地名首次出现时，括注今名。

十一、新中国成立，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前、后，

特指大兴县1948年12月15日全境解放以前、以后。

十二、大兴县辖区面积，1982年土地概查计算结果为1 030．57平方公里，1992

年土地详查计算结果为1 039．12平方公里。本志在记述中一般使用概查数字，使

用详查数字时，文中加注o

十三、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室、图书馆室所存档案、报刊、

文献、图书资料，部分来源于旧志资料，一小部分来源于知情人回忆录或口碑资

料；入志资料均经过考证、核实，故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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