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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建县始于秦，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境内有中岳嵩山，古刹少林，不仅历史

悠久，风光优美，而且资源丰富，人才荟萃。我们的祖先为了记载和描绘这里的风土民

情和锦绣河山，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诗篇和专著。仅就《登封县志》而言，从明嘉靖八

年(1529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就编修过六次。这些旧志，较详细记载了登封的建

置沿革，山脉河流，文化教育，诗词歌赋等，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丰富了登

封的文化宝库。但是，由于受当时政治的局限，旧志观点陈旧，资料亦有缺误，记载很

不全面。比如对帝王将相事功宦绩歌颂的多，对劳动人民和能工巧匠记载甚少；形胜和

艺文方面篇幅过大，经济和科技方面几乎没提，而且文内还夹杂有大量的封建糟粕和迷

信色彩，特别是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动辄称“匪”．称“贼”，严重歪曲了史实。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史修志历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我

们今天编志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自辛亥革命以

来，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登封于1924年就开始有了党的活动，1938年正式成立县

委(地下)。在党的领导下，登封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取得了可歌可泣

的业绩。特别是1944年皮定均率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来到登封，创建嵩山革命根据

地，全县有几百名群众和有识之士，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抛头颅，洒热血，为抗日救

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战胜了种种困难和挫折，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全县

政治．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也不可否认，从1958年“大跃进”到“文

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推行，工作中出现了不少失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在正确路线指引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

全县两个文明建设均取得可喜成绩，工业日益振兴，农业出现生机，商业繁荣昌盛，文

化教育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政治之安定，经济之繁荣

是历史上最好时期，人民群众称之为“太平盛世”。将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各行各业

的丰功伟绩载入青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它不仅可以存史资治，鉴往知来，对当

前的四化建设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编《登封县志》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

求是，本着贯串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收集了大量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料，并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研究，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

地记载下来，基本上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体现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

解放后的一些史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既反映

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工作中的成就，也如实记载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以利总结经验，接



受教训，承前启后，继续前进。 ，

编史修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志书的出版问世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

全县人民智慧的结晶。1982年县委决定修志，并从各单位抽调学识，渊博的确识之士，组

织编写班子，开展工作。经过七载艰辛，编辑同志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三易编目，

四修其稿，终于1988年编成建国后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这是全县人民渴望已久的大

事。这部新志纵贯历史，横涉百科，它司以帮助各级领导了解县情，认识现状，弄清历

史脉络，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制定经济规划和工作决策，扬长避短，振兴登封经济，所

以说它是行政干部的一部小“资治通鉴”。对于人民群众特另fJ是广大青少年来说， 《登

封县志》也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通过阅读登封县志，司以激发他们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自己的家乡，振奋精神，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把家乡建设

的更美。

《登封县志》出版，得到省、市领导的关心支持，县直各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专

家，学者和在登封工作战斗过的老首长、老领导的参加评审和指导，在这里我们代表登

封县委、县人民政府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祝愿全县人民，借助这部县志，承前启后，展望未来，团结奋斗，开拓前进，

在党的十三大正确路线指引下，谱写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中共登封县委书记宫寅

登封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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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一、本志编纂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总的指导思想

指导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载了登封县的自然和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其目的是更好地认识过去和现在，为党政干部提供决策的依据，为科技

人员提供研究的课题，为文教工作者提供宣传教育的资料，为各行各业提供县情的咨询，

为全县人民提供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乡土教材。

二、篇目设计，按先自然后社会，先政治后经济，再文教、科技、人物等顺序排列，

除卷首序言，凡例、概述，卷尾附录不列入卷中外，共分25编，88章，251节，全面记载

了登封县的自然地理、党政群团，军事活动，农林畜水，工业能源．乡镇企业，交通邮

电，商业财税，城乡建设、文教科卫、文物旅游、古今人物、社会习俗、诗文碑碣等。

三、志书断限，上限，除大事记追记至远古外，一般尽可能追溯到该事物有文字可

考的最早阶段；下限至1985年底。1986——1988午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工作，记入《续编》。

四、志书体例，按志书特点，对事物分门别类，横排竖写。以志为主，记、传、图、

表，录，各有专用，以求全面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兴衰始末。· 。

I五，资料来源，重新考证旧县志、旧山志，旧寺志，旧庙志和民国年间省、县档案，

摘引新编各局委、乡、厂矿志以及调查研究的口碑资料，经分类归属，详略取舍，处理

交叉而编纂为统一整体。

六、志书重点，根据登封实际，突出嵩山寺庙文物旅游，粮，煤，铝．少林武术，

浓墨重写，以此体现本地特点，其它亦一应具述。

七，大事记为全志之经，记载自古至今县内大事。建国前后各次革命斗争和历次政

，治运动均有记载，未设专章，涉及各方面的详细情况，散见于其它有关章节。

’、‘ 八，为突出志书的时代特点和人民性，有关政治编、章，先写人民政党，政权、团

体，后写旧政党、政权、团体。伪政权不在编、章，列入附件。

九，入志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以现代，正面、本籍人物为主，重点记述其

对社会发展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重要人物以传详述，其它列入简介，烈士，模范及本

籍在外地的县团级以上人员列表略记，个别反面人物记载稍详，使后人鉴戒。
。

， 十、文中数字，凡行文中表述性的数字一般用汉文数字，统计性的数字和表格中的

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引用古籍用汉文数字，部队代号，保密单位代号，工业产品型号，

电话号码，文中页码等用阿拉伯数字；世纪，朝代年号，农历月，日用汉文数字，公元

纪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编、章、节，目中的数字用汉字。目中分四层，先用汉

字一层加顿号，一层加括号；后用阿拉伯数字，用法同上。 ．

’

十一，行文中除引用古籍使用繁体字外，一律使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二批简化汉字。 刀
十二、附录主要集录不能记入正编的旧志序跋．史志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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