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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一

栾川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置县，至金海陵王贞元二年(”54)

废县为镇。虽置县50余年，历经两个朝代，但未留下县志，致后入对栾川的

历史。知之甚少。 ‘

1 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栾川，1 959年曾着手编纂《栾川县志》。惜

初衷未竟，中途辍止． ，

栾川地处豫西山区，面积21 85平方公里，28万多人口．伊水清澈，君

山苍秀，矿藏丰富，民情淳朴．我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崇敬为解放这块土地

面牺牲的革命先烈，每当想到建国以来尚无方志诠介栾川解放的艰苦历程和先

烈的英雄事迹，实为一大憾事．再者，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特别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栾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亦亟需

整理记述以告后人。况故乡山光水色秀丽迷人．乡情风貌如诗似画，但因缺其

方志绍介而鲜为人知，对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旅游事业，无异自我封闭．故

此修志的任务就历史地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入的肩上。而今第一部

《栾川县志》终于纂成定稿，一旦付印成书。就结束了栾川无志的历史．

编纂《栾川县志》殊非易事，其内容之浩瀚，囊括百科；记述之时限，纵

贯古今；工程之艰巨，如万仞高楼；编纂之艰辛，似千里之行。非投入相应人

力，物力、财力，断难尽善竣工。

《栾川县志》这项工程，具有自身的特殊价值和实际效益，它不仅为指导

本县工作提供了历史资料，而且是超越时空、惠泽后世的精神文明建设，共潜

在效益远非其他建设工程所能比拟，无法用数字计其效益．

《栾川县志》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志书，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

特略同的原则，突出栾川特点和时代气息，重点记述栾川解放的艰苦斗争和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业绩．对工作中的失误，

亦如实记载，以为前车之鉴．力求作到观点正确，实事求是，褒贬得当，存史

资治，以激励全县人民，沿着正确方向，团结奋进，创造幸福美好的未来。．



栗Jal县志

《栾川县志》的纂写班子，由老中青三结合组成。老一辈多出生于30年

代前后，大多已近古稀，他们对晚清和民国年间发生在栾川的兴衰利弊事件多

有所闻，或亲自经历；他们又是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参加者、实

践者，对这一时期的风雨沧桑历历在目，今虽年高体弱，但仍一腔赤诚，春蚕

自励，热心献身于县志编纂工作。中青年一代，亦勇挑重担，不畏严寒酷暑，

日夜埋头案首。经过十余个春秋，六拟篇目，五易其稿，七任主修，众手一

心，将上起上古，下限1 989年栾川五千年的历史资料，经过多方征集、考

证、筛选，纂成《栾川县志犰

值此志书问世之际，谨向关心《栾川县志》的省市领导、专家学者和修志

工作者，表示衷心谢意。 ．

夙愿已酬，欣慰莫名，以由衷之惰为之序。

一2一

县长 郭栋

1 99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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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二

《栾川县志》即将问世。我们这一届主持栾川县工作之后，初览志稿，启

迪颇深，对栾川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地了解。

栾川资源丰富，打开县志，各类资源跃然眼前，这里有天然宝藏钼、钨、

金，锌、铅等50多种矿产，有的储藏量居世界前茅，有的为商品位富矿。其

它中药材、栋产品、土特产品，得天独厚。县志对各类资源作了全面翔实地记

载，对开发栾川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信息。

栾川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才辈出，是夏商时期先哲伊尹的故乡。人民

勤劳勇敢，民情朴实淳厚。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栾川人民总是站在得道者一

方，支持正义，反抗邪恶。南宋初，栾川人民在知县李道率领下，积极参加民

族英雄岳飞领导的抗金斗争。岳飞对栾川人民的正义行动，赞叹不已：。中原之

士，性具五常，岂无忠义思报国家!”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据栾川而驰骋中

原，清末王天纵聚义杨山响应辛亥革命，都得到栾川人民的有力支持。1 94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迸军栾川，受到群众夹道欢迎，箪食壶浆，犒劳人民军队。

读志至此，不由对栾川人民肃然起敬，感慨其不愧为伊尹故乡的英雄儿女。

《栾川县志》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1 947～1 989年40多年的历史记

载，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和数据，记述栾川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伟大

成就。解放战争中，栾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翻身解放，前仆后继，

流血牺牲，可歌可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振兴栾川，含辛茹苦，苦干实

干，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各项事业腾飞。同时，志书也客观地记载了反右派

斗争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这些沉痛教训，将启示后

人，以前车为鉴，严防重蹈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覆辙。《栾川县志》无

疑是昭前鉴后的一面镜子。

《栾川县志》倾注了前各届党政领导和修志人员的大量心血，他们克服困

难，艰辛耕耘，终于完成了百万言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方志，它是多年心血的

结晶，长期拼搏的硕果。当本届接任的时候，修志正处于紧锣密鼓修稿定稿阶

一3一 。切



栾川县志

段，前任未竟任务，又落到本届肩上，这就使我们不敢稍懈，延误编修。千层

高台始于垒土，既然前届完成了修志的主体工程，那么能否圆满竣工，本届就

得再接再励，贯彻始终了。万事起步难，精采结尾亦难，所以本届继续依靠和

鼓励编纂人员秣马厉兵，再接再励，夺取最后胜利．特别在目前财政经济困难

情况下，想方设法，为修志开绿灯，筹措资金，及早付梓，使《栾川县志》早

日问世。值此出版之际，特为之序，略志微衷．

——4——

县委书记 史京品
县 长 傅全东

1 99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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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纂修地方史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1982年着手编纂《栾川县

志》，1 985年初稿草就．此后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修志工作进度缓慢．1 990年

春，新届政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针对存在问题，采取措施，加强修志领导，

充实编纂人员，保证经费资需，使修志工作重新起飞，跃上一个新台阶．经过

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对初稿的审查，整理和改写．于1 991年1 O月，邀请

省市领导，专家学者和兄弟县修志同仁莅县评稿。广征意见．此后又几经斟酌

订正，推敲，润色，才定稿付印．

总编室每纂成一篇志稿，都要送我们首先阅读，我们成了《栾川县志》的

热心读者．每读一篇志稿，都感到受益匪浅，感触良深．启发了我们对栾川的

再认识和理解。

栾川锦山秀水，风光优美．这一地理特点，在志书中得到恰如其分的反

映。阅读《栾川县志》，如置身立体画卷之中，巍峨秀丽的老君山，蟾宫银饰

的鸡冠洞，水热若沸的九龙温泉。幽谷飞瀑的。白崖三绝’，壁削万仞的。九鼎

幽谷”，险峰陡峭的抱犊古寨，更有龙峪湾国家森林公园红叶似火的晚秋山

色，杜鹃盛开的艳阳春景，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虽然我们自幼生长在这美丽

的土地上，家乡的水土哺育她的儿女成长，但是久居芝兰之室，不闻其香，．过

去总是怨恨栾川穷乡僻野。人民太苦，忘却了山河优美．今天阅读《栾川县

志》，唤起我们对乡土的热爱，激励人们奋舅前进，建设温馨的故乡．

栾川人民在解放前，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翻开《栾川县志》，一幕幕天

灾饥馑，兵燹苦难等惨景，历历在目。血泪斑斑，不忍卒读．南宋时，栾川人

民长期处于金宋交战前沿，倍受战乱之苦．明代万历年问。朝廷派武装太监来

栾川与民争利，抢夺银矿，杀人吮血．清嘉庆至成丰年问，官兵为追剿白莲

教、捻军等义军，屡战于栾川，民无宁日．民国时期，水旱蝗汤。饥馑连年，

苛捐杂税，敲骨吸髓．旧中国血与火写成的历史，在《栾川县志》中得到再

现，是教育青年一代生动的乡土教材．

_5一，，



栾川县志

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 947年解放栾川后，揭开了栾川历史新的一页。

《栾川县志》对1 947～1 989年这一段历史记载，令读者精神振奋，激情倍

增。栾川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工农业生产一再翻

番，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文化教育蓬勃发展，科学技术日益进步。对此翻天覆

地的变化，县志皆工笔细描，记录在卷，以励今昭后。

《栾川县志》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是为各行各业提供信息的资料

库。披阅研读，可以使人们深刻认识栾川，既可回顾领略历史苦难，又能体会

认识创业维艰，更可看到未来希望、灿烂前景。因此她是一部存史资治、珠光

璀灿的宝鉴。

《栾川县志》在历史考证方面有新的收获。对伊尹这位中国伟大历史人物

的出生和躬耕地，广泛搜集资料，探讨历史脉络，以充足的史料，证明其出生

于栾川，躬耕于栾川。对明朝灭亡后，崇祯太子慈煨的下落，经过考证，证明

其遁迹栾川，潜居35年之久。两则重大历史人物的考证，取得了学术研究成

果。‘

通览《栾川县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是编辑人员用心血凝聚成

的一部新型志书!

——6——

副县长 霎囊嘉

：；『麓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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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为社会主义时期纂修的栾川县第一部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栾

川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争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保持一致。

二、本志断限，上自古代，下限止』鲴9年。因各类事物发端时间不同，

还因受资料占有局限，故上限不等高，下限个别条目延至成书的Z9妇年。

三、本志依据事物属性分类，设题立目。按述、记、志、’传、录五体分

设，以志为主，辅以图表。设。概述”为全志之纲，。大事记”为全志之经，。地

理”、“人口”等类目为纬，。人物”为全志之灵魂，。附录”殿后。各类目的结构层次

序码，大目为一、二、三⋯⋯，小目为(一)、(二)、仁)⋯⋯：，子目为J『、
2、3⋯⋯，细目为(J)、(2)、(3)⋯⋯。

四、本志遵循志书体例，横分部类，类为一志。依据事物属性设题立目，

不受行政管理系统局限。以时为序，纵叙事物的发生、发展、转折与现状，贯

通古今，使所载资料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横以包罗百科，使所载资料具有全

面性和广泛性。

五、本志表述方式，以文字叙述为主。采用语体文书面语言，只记事实，

一般不作评论，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六、时间表述。凡书。建国前(后)”，均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凡书。解放前(后)”，‘均指1947年JD月16日栾川解放前

，(后)。凡书5D年代、6D年代等，均指2D世纪卯年代，6D年代等。历史朝代

纪年，清代以前和农历书以汉文数字，并且夹注公元纪年相对照。民国纪年和

公元纪年书以阿拉伯文数字，均书全数，不作简化。例如1949年不书49年，

i989等不书89年等。

七、数字书写。为保持全志相对统一，照顾上下文规范一致，凡以数字组

成的词、词组、习惯用语和成语等，均以汉文数字书写。凡计数、计量、统计

数据等，包括整数、小数、百分数等，均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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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志

八、计量单位。统用公制，凡长度单位。书米、分米、厘米、毫米、公里

等。凡重量单位，书克、公斤、吨等．凡容量单位，书升、毫升等。面积书平

方米，土地亩数仍书亩。个别情况需用市制时，仍书市斤，市斗、市尺等。

九、名称和称谓。凡政区，机构，职官、地名等名称，均以当时名称为

准，后又变更需加注原名者则加注．凡机构名称首次出现均书以全名，尔后可

使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栾川县委员会简称中共栾川县委或县委。栾川县人民

政府简称县政府。凡书省、地、’市，均指河南省、洛阳地区、洛阳市。

十、本志资料来源。凡文字资料大部分源于各级档案史籍、图书、各单位

’部门志、嵩县和卢氏旧志等。凡数据资料一般以县统计委员会的统计资料为

准，人口以普查上报数据为准，编纂时数据一般不作更动，文中各类资料一般

不注明出处。

一2一

。．矿

黼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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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吉日禁忌⋯⋯⋯⋯⋯⋯⋯⋯⋯⋯⋯⋯⋯⋯⋯⋯⋯⋯⋯⋯⋯⋯⋯⋯⋯⋯⋯(587)

六、恶风劣端⋯⋯⋯⋯⋯⋯⋯⋯⋯⋯⋯⋯⋯⋯⋯⋯⋯⋯⋯⋯⋯⋯⋯⋯⋯⋯⋯(587)

七，会社庙道⋯⋯⋯⋯⋯⋯⋯⋯⋯⋯⋯⋯⋯⋯⋯⋯⋯⋯⋯⋯⋯⋯⋯⋯⋯⋯⋯(591)

八、醇俗新风⋯⋯⋯⋯⋯⋯⋯⋯⋯⋯⋯⋯⋯⋯⋯⋯⋯⋯⋯⋯⋯⋯⋯：⋯⋯⋯”(592)

九、轶闻趣事⋯⋯⋯⋯⋯⋯7⋯⋯⋯⋯⋯⋯⋯⋯⋯⋯⋯⋯⋯⋯⋯⋯⋯⋯⋯⋯⋯(595)

民族宗教⋯⋯⋯⋯⋯⋯⋯⋯⋯⋯⋯⋯⋯⋯⋯⋯⋯⋯⋯⋯⋯⋯⋯⋯⋯⋯⋯⋯⋯⋯(599)

一、民族⋯⋯⋯⋯⋯⋯⋯⋯⋯⋯⋯⋯⋯⋯⋯⋯⋯⋯⋯⋯⋯⋯⋯⋯⋯⋯⋯⋯⋯(599)

二、宗教⋯⋯⋯⋯⋯⋯⋯⋯⋯⋯⋯⋯⋯⋯⋯⋯⋯⋯⋯⋯⋯⋯⋯⋯⋯⋯⋯”：⋯(600)

方言⋯⋯⋯⋯⋯⋯⋯⋯⋯⋯⋯⋯⋯⋯⋯⋯⋯⋯⋯⋯⋯⋯⋯⋯⋯⋯⋯⋯⋯⋯⋯⋯(602)

一，语音⋯⋯⋯⋯⋯⋯⋯⋯⋯⋯800"O 90⋯⋯⋯⋯⋯⋯⋯⋯⋯⋯⋯⋯⋯⋯⋯⋯⋯(602)

二、方言词汇⋯⋯⋯⋯⋯⋯-⋯⋯⋯⋯⋯⋯⋯⋯⋯⋯⋯⋯⋯⋯⋯⋯⋯⋯⋯⋯(618)

卷七 乡镇 ‘

城关镇⋯⋯⋯⋯⋯⋯⋯⋯⋯⋯⋯⋯⋯⋯⋯⋯⋯⋯⋯⋯⋯⋯⋯⋯⋯⋯⋯⋯⋯．⋯⋯(625)

栾川乡⋯⋯⋯⋯⋯⋯⋯⋯⋯⋯⋯⋯⋯⋯⋯⋯⋯⋯⋯⋯⋯⋯⋯⋯⋯⋯⋯⋯⋯⋯⋯(626)

赤土店乡⋯⋯⋯⋯⋯⋯⋯⋯⋯⋯⋯⋯⋯⋯⋯⋯⋯⋯⋯⋯⋯⋯⋯⋯⋯⋯’⋯⋯⋯⋯(628)

庙子乡⋯⋯⋯⋯⋯⋯⋯⋯⋯⋯⋯⋯⋯⋯⋯⋯⋯⋯⋯⋯⋯⋯⋯⋯⋯⋯⋯⋯⋯⋯⋯(630)

大清沟乡⋯⋯⋯⋯⋯⋯⋯⋯⋯⋯⋯⋯⋯⋯⋯⋯⋯⋯⋯⋯⋯⋯⋯⋯⋯⋯⋯⋯⋯⋯(632)

雀r山谷乡⋯⋯⋯⋯⋯⋯⋯”j⋯⋯⋯⋯⋯⋯⋯⋯⋯⋯⋯⋯⋯⋯⋯⋯⋯⋯⋯⋯⋯⋯⋯(633)

潭头乡⋯⋯⋯⋯⋯⋯⋯⋯⋯⋯⋯⋯⋯⋯⋯⋯⋯⋯⋯⋯⋯⋯⋯⋯⋯⋯⋯⋯⋯⋯⋯(635)

秋扒乡⋯⋯⋯⋯⋯⋯⋯⋯⋯⋯⋯⋯⋯⋯⋯⋯⋯⋯⋯⋯⋯⋯⋯⋯⋯⋯⋯⋯⋯⋯⋯(637)

狮子庙乡⋯⋯⋯⋯⋯⋯⋯⋯⋯⋯⋯⋯⋯⋯⋯⋯⋯⋯⋯⋯⋯⋯⋯⋯⋯⋯⋯⋯⋯．．．(639)

自土乡⋯⋯⋯⋯⋯⋯⋯·：⋯⋯⋯⋯⋯⋯⋯⋯⋯⋯⋯⋯⋯⋯⋯⋯⋯⋯⋯⋯⋯⋯⋯·(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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