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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次旧县志的整理再版工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遵循“古

为今用”、“存史资政”的原则，以抢救历史资料为目的，旨在使民族文化遗产得以保

存和流传。

二、《济阳县志集》是将济阳县明万历三十七年(1 609年)侯加乘所修的《济阳县

志》1 0卷本、清顺治七年(1 650年)解元才所修的《济阳县志》1卷本、清乾隆三十年

(1 765年)胡德琳所修的《济阳县志》1 4卷本和民国25年(1934年)卢永祥总督修的《济

阳县志》20卷本汇集为一册。

三、本书编辑中，为尽量保持旧志原貌，又便于当代及后人阅读，按现行出版规

定，对某些方面做了相应的技术处理。(1)版式：改旧志竖排版为1 6开横排双栏版，原

本中避讳的抬头与空格均免。作为文学样式的一种时代风格，古诗仍保留了原格式。

(2)目录：按旧志目录制成总目录，设在卷首，以利总览全书。(3)引文：对旧志续修时

引载前志的内容，采用互见方式。分别各见其志，用“见X页”标示。对文章作者、

内容完全相同，但题目差别较大者，均照录原题目。(4)文字：除古今语意差异的文字

以外，将原文中的繁体字、古体字、异体字等改为现代汉语规范用字。原文中缺字或

无法辨认的字用口表示，整段缺损的用(原稿缺)表示。各部旧志中内容相同但行文中

个别字、句不同者，前志清楚者以前志为准，前志不清者以后志为准，后志在续修时

更正前志内容的以后志为准。(5)语句：对旧志原文和注释分别进行句读，一律按现行

标点符号加以标点。(6)注释：原书中注释性文字，均用小号字照录。(7)插图：对旧志

中的县城图、县治全图、县署图、学宫图按原图重新绘制，其他各图版心内容位置作

了调整。(8)表格：民国县志有表格26个，在其《户籍志》、《赋税志》中有4个表格的

数字改用阿拉伯数字，其余照原样制作。

四、本书编录的4部旧县志，其中前5部是1 985、1 990年从北京、武汉、山东

大学等图书馆复印的原本，均为木刻版，印刷质量低劣，模糊不清，加之年代久远，

破损严重，极难辨认。为此编者持认真慎重态度，编校中尽力查对，仍难免有误。其

他不妥之处也在所难免，恳请有识者指教。

编 者

1 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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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之书，肇自上古。方志是史部之书，是一个行政地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的记载。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史可资鉴，所以上至国史，下至方志，

历世编纂不绝。纂修新志，辑理旧乘，也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济阳县自11 29

年(金天会七年)置县到1 934年(民国25年)编修县志5部。1 994年、1 996年，分别编

纂出版发行了社会主义新方志《济阳县志》和《济阳年鉴》(1 991～1 995)。1 997年开

始整理再版济阳旧志的工作。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经过县史志工作人员的

辛勤劳动，《济阳县志集》终于得以出版，这是我县人民又一值得庆贺的大事。

我国是历史最悠久，文化典籍最为丰富的国家。方志是这些文化典籍的一部分。

古代史学家把它赞之为：“博物之书”，它起着“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

史之无”的重要作用。我县史书编修，源远流长。第一部县志由知县张端修于1485～
1 485年(明成化十九至二十一年)，是他“搜罗旧闻，草创邑乘”。惜该志早已佚失。

其他4部县志分别是明万历志、清顺治志、清乾隆志和民国志，今出版的《济阳县志

集》即这4部志书之合成。这4部县志目前县内存书极少，有的已经绝迹，所以我县

史志工作人员只得先后从北京、武汉等地图书馆复印人家的馆藏版本。由于年代久

远，这些志书纸张剥蚀老化严重，有些章、节、页字迹模糊不清，实难保存，如不及

时整理、再版这些志书，抢救这些文化遗产，即将失传，势必给后人造成不可弥补的

缺憾。为此，县政府决定整理、再版济阳县旧志。这些旧志，对济阳县政治、经济、

文化、风土人情均有一定的记载，为人们了解济阳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内容多

侧重于记载建置沿革、人事政事、称颂皇恩、夸耀乡贤、旌表烈女，而对社会经济、

农工生产、科学技术等记载较少。更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夹杂着大量的反动阶

级意识和封建性糟粕。尽管如此，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失为我县宝贵的文化遗

产。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批判和继承这些古

代文化遗产是人类永恒的任务之一。这部《济阳县志集》的出版，是我们以史为鉴的

好教材，它对于我们以及子孙后代了解济阳县过去，汲取前辈人的经验和教训，掌握

历史发展规律，更好地研究、规划和发展济阳的未来，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今值《济阳县志集》付梓出版之际，县史志办的同志约我作序，愿借此向全县人

民和关心济阳县的各方仁人志士表示由衷的感谢，并竭诚同全县人民一道尽职尽责，

为振兴济阳，再展宏图大业，加快济阳的全面腾飞而共同努力。在此也向济南出版

社、省市史志办及为《济阳县志集》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济阳县县长陈延河

1 998年1 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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