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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一百二十九余万言的新编《冠县志》修成付梓，这是

全县的一件大事，值得祝贺。
一

国有史，地方有志，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明代嘉靖年问

在任的知县姚本修纂《冠县志》为有记载的修纂县志之始。此后直到1933年的三

百八十余年中，明、清、民国时期曾先后由县地方长官主持纂修县志9次，形成了7

种版本的冠县志。这些志书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毕竟保存了冠县几代地方历

史文献，成为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成为人们了解冠县历史的依据，使

人们至今仍能从中汲取有益的借鉴。

自上次于1933年纂修县志之后，历史的巨轮又向前推进了六十余年。沧海桑

田，冠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中国共产党的

发展壮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衰败；旧中国的终结和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涨和“左”的思潮泛滥；经济发展的徘徊状态和从实行农业生产

责任制开始的改革大潮的风起云涌⋯⋯。这当中，有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抗

争需要记述，也有真理与谬误、经验与教训需要鉴另q和总结。同时，纵观冠县历史，

也有许多独特、闻名和值得自豪的地方，如：位于冀鲁豫3省交界处，地理及战略

位置十分重要；清末出现了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和“千古奇丐"武训，他们在这块

土地上创出闻名全国的业绩；“冠县教案”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名气，成为全国义

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作为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中有“小苏维埃"之称，为革命事业

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被誉为“干部的母县"；林业、尤其毛白杨和果树闻名国内

外，为“全国绿化先进县”和全国经济林大县，多年来无数国内外政要、专家、学者

以及第18届国际杨树委员会会议代表、外交使团到县参观考察林业，⋯⋯。所有

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将这些新材料连同旧志资料一起，利用新观

点、新方法编纂出一部新县志行世，使人一书在手，全县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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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余，从而起到存史、资治、教育的作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正是从这种必要性出发，根据上级部署，冠县从198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第

一代新县志的编纂。这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纵贯古今，横列百科，包括县内地

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等方方面面的历史和现状，几乎涉及全县所有部门的工

作内容，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在县委的领导、县政府的主持和上级业务部门的

指导下，县史志工作者甘于清苦，默默奉献，克服了重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县志

编纂任务。在大体经历了组织发动、部门志编纂、资料搜集整理等前期准备工作之

后，根据县志总体设计要求，于1990---,1997年基本总纂合成出新编《冠县志》征求

意见稿。经省、地专家参加的志稿研讨会评议，认为基础较好，修改任务不小。之

后，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999年初组织力量对志稿进行了反复修改，经送审

定稿后交付出版。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在外地和县内工作的老同志及其他

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帮助。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在志稿深加工阶段，聘请原县长石金

铭为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顾问，并执笔修改、指导修改志稿；还聘请原县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李义善等7位退下来的老同志为《冠县志》特邀编辑。他们发挥余热，

参与修志，对县志的编纂成书做出了较大贡献。在志书修成、即将出版问世之际，

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向县史志工作者，向担任顾问和特邀编辑的老同

志，向所有为新编《冠县志》的编纂、出版付出过辛劳的同志们表示衷心地祝贺和

感谢!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历史将会铭记你们的功绩。

修志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新编《冠县志》出版后，我希望全县各乡镇、县直各部

门都要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了解县情，熟悉冠县的历史，以新编《冠县

志》为鉴戒，继往开来，锐意进取，把冠县建设得更好。我深信，在今后的岁月里，在

冠县这块热土上，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创建出无愧于历史的光辉

业绩!是为序。

冠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明星

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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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侈IJ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明古详今的原则，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从自

然、社会各个方面记述冠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按总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等大类设卷。总述卷、地理卷、人

物卷下以事物的内容、形式设编，经济卷、政治卷、文化卷则按事业立志设编。各编

形式以志为主，兼有述、记、传、表、录等。除总述卷、人物卷外，其他各卷编下设章、

节，视情况设目。一般横排门类，纵述始末，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三、本志主要以冠县现行政区域即1961年7月调整后的行政区域为记述范

围。

四、本志上限不求一律，大部分编章内容为1840年或事物的发端，历史述要、

大事记、行政区域志、人物传、人物表等编适当上溯至有历史记载或585年(隋开

皇六年)建县。下限总述卷、人物卷止于1998年，其他卷一般至1987年。

五、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排列以卒年先

后为序，卒年相同的以生年为序。未署县籍的均为冠县籍。未书明民族、性别者均

为汉族、男性；散见于各编章中关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一律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六、本志数字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未有统计数字的由有关部门提

供或从其他途径获得。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

及公历月日也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建国前的年份必要时括注历史纪年，清代和其

之前的历史纪年及夏历月、日用汉字书写，民国纪年则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七、本志叙事以文字为主，必要时辅以图表。除引文外，语言采用现代书面语

体文。称谓重复出现时用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所书年

代均为20世纪。

八、本志资料来源为旧志、有关部门编纂的部门志、档案资料、采访资料、回忆

录、社会调查资料、书刊及其他资料等，在志书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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