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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以大河、辽水两河之间的广大地区为冀州。今之冀县在春秋为晋之东

阳。西汉始置信都国，治信都县，是为冀县建置之始。曹魏又移冀州治于此。

因沿以至明清。冀州地域历代分并不时，歧名不一。汉代冀州包括信都、扶

柳、广川、辟阳，其后有乐成、安平、长乐、尧都等名。而与武邑、下博、泽

城、魏州皆有牵涉。所以考求冀县地理沿革，析辩历代人物、史事颇为不易。

江淹谓“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于冀县为尤难。1987年冀县遵照功令重撰县

志，在县党政领导下，修志同仁孜孜不倦，焚膏继晷，研讨体例，搜集文献，
采访当代知情人士，兼及古迹古物，用了4年时间就草成了一百二十万言的志

稿，辛勤劳作，诚为可贵。

冀县新志首以概述总摄全书，次以大事记勾勒脉络，又次为地理、经济、

政治、军事、文化、居民、人物、存献等专志，各分章节，间以图表。冀县上
下二千年间的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历史及现状，粲然备于一书，猗猗盛哉!

史志三长，以资料为首。冀县历史悠久，史事繁赜，在渊博的文献汪洋大

海中，爬罗剔抉，困难重重。仅就人物而论，新志以前志及一般工具书的《中

国人名大辞典》为线索，进而辑出了丰富的资料，选其尤者立传42篇，列表

者70余人，载于近现代烈士英名录者753人，还有现存的获省级以上的劳动

模范和先进人物。。事多的故人为传，事少的存亡人物列表，广取博采，大体完

备无遗。

方志所贵在于观点正确。体例完善。“民为邦本，，，前人修志或有以土地、
人民、政事为“三宝"体者，万历《湖州府志》开其端。今志亦创《居民篇》，

从人口、人民生活、姓氏、方言、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多个侧面反映冀民的基

本情况及其特征。姓氏部分多说明迁来时代及郡邑，足以说明一县形成的过

程，乃珍贵翔实的史料。冀县还具有多种特点：有数代教书育人的书香门弟，

有好武尚义的武术大师，有经商外方、繁荣乡里的工商及企业家，北京旧书业
“冀州帮”聚书流通，更是为祖国文化学术做出了极大贡献；还有莲池书院培育

的文人学士。有务实致用的颜李学派，有善于“魏碑"书法的名家。“瘠土之民，

莫不向义，劳也。"冀人勤俭耐劳，智慧勇敢的中华民族共性，有关章节都充分
表达出来。

方志向有文献一派，明弘治《兴化府志》即取政典之体，管一德万历《常

熟文献志》是其显例。“三宝，，体的万历“广平县志》于三志之外，复设文献

志。余曾与董一博大事倡导。今志也立《存献篇》，实有会于“志以存史”之
义。

冀县史地复杂，新志干考证沿革繁文之后，更附历代沿革表，读者阅迹便

睹，举目可详，‘深得古人文心史意。

1988年县文教局所编《冀县教育志》，‘以累世作育人才者为“教育世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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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人物传略"之外，是仿《史记》以德业世其家之例。今新志亦仿李延寿南

北二史例，以一家之人聚于一篇，由一人提头，系以子孙。。这种体例，虽见讥

于王鸣盛，但此附传、附见之体，历代“正史"无不有之，可为得体。
新志略古详今，特详於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冀县由于人稠地窄而作多种

营生，由小农经济转向工业化，由贫困而小康等发展过程，反映了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今昔对比，忆苦思甜，增强了全县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的挚情，即对于“文化大革命"等失误，亦根据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论断为准绳，实事求是地予以叙述，观点正确，不

愧为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的新方志。

方志的功能贵在经世致用，辅政资治，并有益于教化。新志既综述了党政

领导群众艰苦建设取得的伟绩，以鼓励冀民完成四化建设，更就古今善可为法
者备加论列，如《人物篇》突出近代“北直第一廉吏"，御外侮而捐躯的知州李

秉衡和规恢书院、造就人材的知州吴汝纶，还有数代教学的胡文魁、王安世等

家世。以及现代教科文和企业各界的卓越贡献；更概述了七百多革命烈士等略

历。《政治篇》既论次了统战工作，并附以归国侨胞及其眷属的模范事迹。《城
建志》附有文明村的范例。凡此等等，都是志在著功勋、表贤能、彰法式，使

人见贤思齐，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劝善惩恶，有裨风教。又《居民篇·风俗

志》，不仅如实记载了旧社会的陋俗与禁忌，也记载了传统的美德良风与新中

国的新道德风尚。善恶兼书，可为当今借鉴。

总之，新《冀县志》保存了丰富的地方文献和乡土教材，又为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信息、依据，允称佳构。．

清人会稽章实斋尝论乾嘉盛世“古文十弊"，而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

亦颇有不安于心者：吾国词汇本极丰富，而作者或有孤陋寡闻，数典忘祖者直

译外语，无信达雅之能，杜撰新词，什么软科学、微观、载体、窗口、杠杆数

见不鲜。好奇立异，哗众取宠，不仅今人费解，亦使识者作呕；又有浮词滥

调，充满标语口号，装腔作势，言之无物者虚占篇幅，殃及梨枣，徒耗手民之

劳。"lJ志”一词沿用二千年之久，今人有偶作“方志’’者，人云亦云，众人和
之。毛泽东主席早在《反对党八股》所诏戒者，今竞恬不为怪。巨擘只有一

个，今人每于“最"字之后，谬加“之一”二字，语病显然，且不合论理逻辑。古
代语法少用“被"字，今人言受委任官以至罢免以及遭杀遇刺之类，辄妄加“被"

字。习非胜是，莫如之何。其于人物、事件、时间、地域不详者。本可作口

口、△△、某某，而世人往往作“X X”，读者瞀目不快。日本以不景气为萧

条，世俗或造“景气”一词为繁荣昌盛之代语，自我作古，何异乌孙造宝，杂以

汉仪。种种弊端不一而足，惟冀人质朴无华，修学好古，有河间献王遗风，此

类不正文风，尚无所见，此又使人衷心折服者。

“释名——释州国》日，“冀州帝王所都，乱则思治，弱则求强，荒则冀丰
也”，盖以帝都所在，乱则思治，弱则求强，荒则望丰。当今政清人和，希望

冀县人民借新志之东风，再接再励，乘胜前进，由小康而致郅治，则修志同仁

． 勤苦耕耘，不为虚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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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不敏，未及弱冠即在冀县省立第十四中学求学，时多严师，教以为人做

事，治学济世之道，师长教学育人之恩，终生不忘。今El喜逢新修《冀县志》
定稿之际，因欣然命笔序之。

‘’

书于北京故元大都安贞门内百衲斋寄庐时年八十有六

傅振伦‘

一九九一年辛未岁芒种日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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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冀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时期新县志编纂成书出版发行，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是值得全县人民庆贺的大喜事。

新修《冀县志》洋洋百万余言，纵贯冀县两千余年的历史与现状，横陈社

会百科，指导思想正确，体例完备且有创新，资料翔实而真确，时代特色较为
鲜明，地方特点亦为突出，特别是又得到当代方志学大师傅振伦老先生亲加评

考，卢振川及省和地区方志界专家多方指点，存史、资治、教化之功用更为明、

显，是我们全县人民学习和认识县情的珍贵的百科全书，鲜明生动的乡土教

材。

“民为邦本”。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社会主义新方志应代人民立言，为

人民立传，把过去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冀县历史颠倒过来，将冀县人民的光辉形

象书诸史册，以此昭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鲜明时代特点。新《冀县志》不仅着

意记载和表彰了历代勤劳勇敢的冀县人民英勇斗争的史实，而且创立《居民

篇》，从多侧面反映冀县人民勤俭耐劳，淳朴好学的特性。

“史贵真实”。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地记载并反映一方历史的发展轨迹，是

方志的价值所在。新修《冀县志》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冀县自西汉建置以来，社

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概貌。“一唱雄鸡天下白”。自1929年中共冀县地方组织诞

生以来，冀县人民有了开展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冀县人民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广大

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胜利。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冀县的社会和经济建设，在“·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小康"迈
进。本志书用全面而系统、丰富而科学的资料，抒写出全县人民在伟大的改革

开放的新时代，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图景。资治、教化之功能，传世的历史意

义跃然纸上。

新修《冀县志》对冀县悠久的历史与冀州的渊源关系，冀县文化教育的优

良传统，人民尚武精神，善于经商的历史传统等极带地方色彩的史实，详加记

述。改革开放以来，从冀县开放包容、善纳人才的历史继承性中，展示出延贤

才发展暖气片加工业，容杰士开拓农化服务中心，横向联合汲京津之先进，外

向发展入国际市场等，将地方特点化为优势，开发地方资源造福桑梓，建设新
冀县的壮举均备加载述。新《冀县志》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功能，诚不可没。

新《冀县志》的纂修工作，始于1987年，在县志编委会领导下，县志主

编及县志办公室主持下，发动各业，累及数百人，合集体之智慧，群策群力，

众手成志，历时五载，终使志书付梓，其劳其功，于今于史，当不可没。

在新《冀县志》‘的编修过程中，多次得到省、地有关领导的关怀与支持。
一些方志专家学者如傅振伦、刘殿臣、卢振川诸先生对编修新《冀县志》或作

一，5一



序言，或作指导，热心扶持，我代表冀县35万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冀县籍

在外地工作的同志，非常关心家乡修志事业，协助复印旧志，提供修志资料，

进行社会联系，全国乡镇企业家，冀州镇党委第一书记杨振林及全县各界有识
之士的大力鼎助。在志书付印之前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盛世修志。新修“冀县志》的出版发行，是冀县的一件大事，感慨系之，

书以为序。

一J6一

冀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周 明
中共冀县县委书记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总 体 说 明

新编《冀县志》是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它记载自西汉高帝六年

(公元前201年)建信都县于冀县以来至1988年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这上下纵

横两千余年间。冀县境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发展状况。

为努力把握志书的政治方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在新编冀县志中。始

终强调对历史上在冀县发生的各种事件，要努力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用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分析；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和发生的问题，要以《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对十年改革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做法
要努力运用党的四、五、六中全会的精神去衡量、取舍、判断。

我们依据“中国地方志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和“新编县志基本篇目"。结合

本县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采取篇下设志。即分大篇设小志的纲目体系统工程网

络结构。除序言、凡例、地图、编后iE5,b。全书分设九大篇：概述、大事记、

地理篇、经济篇、政治篇、文化篇、居民篇、人物篇、存献篇。在逻辑顺序

上。先讲全县概貌，后述全县历代大事，一经一纬勾画出本县历史和现状总

貌。然后记本县人民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接着记述物质生产的经济各志，从

农、工、商、财等各侧面显示出本县物质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现状。再记政
治、军事、文化等上层建筑各篇。核心是记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然后设自然

和社会的主体，居民篇和人物篇，分别介绍居住在这里的人群的姓氏、方言、

生活、习俗、信仰等。以充分反映生活在冀县这块原野上人群的总体情况。在

人物篇中本着“生人不立传，，原则。依传、录、表形式，分别记载生活、战斗在

这里的烈士英名和知名人士事迹，以资缅怀。最后将有存史价值而又无法归类

的重要资料，如国家领导人来冀县视察时的情况、冀州历代诗文辑、冀州典实

等具有“艺文”和“存史”价值的资料辑汇于末编。以展视冀县风貌。在纵向结构

上我们自上而下设篇、志、章、节四级结构。表达方式有志、专记、传、录、

表，图等六种形式，力求多方面、多层次反映志书复杂多样的内容。
依据胡乔木同志关于新方志“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意见，我们从加强志

书整体性出发，适当设置综合性部分。努力从宏观上强化志书的内在联系。为

此，在所编冀县志中

一、注意宏观立目。每大篇设综述，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分志设小

序。力求写出本篇、本分志的整体面貌，说明优势。揭示规律、展示各篇、分
志间内在联系。

二、加强本志书中综合性篇章的记述。如大篇中之概述、大事记、人物

篇、自然地理等篇。力求做到横断百科之综要。纵串古今之脉络。把全志中大

势大略有机地组织起来。构成一个宏观总体结构。

依据新志书“地方性、时代性”的基本要求。为使本志书能具有鲜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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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立足县情；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在编写中。

一、力求在内容与形式上立足县情，展示冀县特色，并把着眼点放在党的
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十年冀县所具有的优势上。为此，在大篇设置中，设居民

篇以集中反映活动在冀县这块土地上的主体，设存献篇辑录具有冀县文化传统

色彩的典实与艺文。在分志中，则将乡镇企业、供销合作商业、经济综合管理
独立设志。以显示冀县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

二、根据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加强政治部类的记述，把政治篇做为全志书

核心篇、决策篇加以突出。在做法上，一是努力写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职能作用。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二是加强对人民代表大会、政治

协商会议、统一战线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优势的编写；三是注意写好政治体

制改革。 、

新编冀县志初稿约127万字左右。全书总体结构，除序言，凡例、后记

外。包括九大篇，八个综述或前述，48个分志或相当部分。207章，380节，
238张表，32幅地图或示意图，16个附录或说明，l 1个专记。全书经济篇占

41％，’政治篇占19％，文化篇占11％，地理篇占9％，居民篇和人物篇各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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