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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 孙善武

洛阳历史上最为浩大的一项文化建设工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

部社会主义新方志——1 8个卷本、1 100万字的《洛阳市志》，今天

终于全部出版告竣了。这是全市620万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可喜可贺!

洛阳是一座享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曾先后是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

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个朝代的国都所在地，累

计建都时间长达15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时间最长和

朝代最多的著名古都。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

君只看洛阳城"的千古诗句，公允地概括了洛阳在中国历史发展进

程中的重要地位。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是

祖先们遗留给我们的一份弥为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我们今天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大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时期，洛阳作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国家156个大

型项目中的7个就选择在洛阳建设，由此奠定了洛阳在河南乃至全

国雄厚工业基础的地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洛阳市取得了

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建设以历史文化名城为

依托的，科技教育、工业比较发达的中国旅游城市方面迈出了坚实

的步伐，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洛阳市志》

以翔实的资料，忠实地记录了洛阳的发展历程，是我们这一代人留



给后世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知古而鉴今，习史以明志。这次新编的《洛阳市志》科学地记

述了洛阳市的历史和现状，保存了珍贵的、极其丰富的科学史料，

是洛阳市情的重要载体，是一部纵贯古今，横陈百科，思想性、资

料性和科学性高度统一的地方百科全书；是迄今为止最为翔实的一

部洛阳地方文献总汇；是全面、系统、准确反映洛阳市情的权威性

著述。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它

的问世，对于各级领导科学决策，对于社会各界了解洛阳、认识洛

阳、研究洛阳，对于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

和社会主义教育，对于向海内外宣传洛阳、展示成就、招商引资，

都具有重要作用。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编纂新方志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

现在，开创未来"的意义重大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是

初步完成了“认识过去”的使命，“服务现在，开创未来”的任务

艰苦而繁重。我衷心希望全市人民以志为鉴，继往开来，特别是党

的领导干部要重视读志、用志，从历史和现状相结合的高度认清市

情，扬长避短，开拓前进，创造出无愧于先民，无愧于历史，无愧

于时代，也无愧于后人的伟业，书写更加豪迈壮丽的世纪新篇章。



序 二

洛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贵基

18卷本《洛阳市志》编纂出版工作，在广大修志工作者特别是

各承编单位的通力协作下，历经8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全面完成

了。这不仅是我市文化建设史上的一项丰硕成果，也是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是一项代代相继，永

不断章的宏伟事业。洛阳地处中原，是中国地方志起源i形成和发

展的重要地区。历代洛阳方志纂修十分频繁，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

史典籍，仅明清至民国时期，洛阳纂修的志书就不下百余种，为我

们提供了许多有关洛阳的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等方面的珍贵资

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神州大地再度出现了修志热潮，以新的

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进行社会主义新型志书的编纂在全国迅

猛展开。市委、市政府不失时机地组建了地方史志编纂机构，积极

有序地开展编志修史工作，相继出版了《文物志》、《牡丹志》、《白马寺

志·龙门石窟志》等一部部在全国方志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力作。

18部装帧精美的《洛阳市志》，翔实地记述了数千年来河洛儿

女在这块广袤土地上自强不息、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历史足迹。

全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路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继承历

史、反映现实、服务当代、有益后世为宗旨，完整、系统、真实地

记述了洛阳各项事业的发展轨迹；重点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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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洛阳城市建设、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主要成就及经验教训。可以说，这是一部认识洛阳、宣传洛

阳、开发洛阳、振兴洛阳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必将对当代和未来洛

阳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愈来愈巨大的作用。

编纂《洛阳市志》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自始至终得到

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和全国一些著名专家学

者的关心、指导，各承编单位积极配合，大力支持，做了大量艰苦

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史志办的同志们铁心修志，孜孜笔耕，倾注了

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志书编纂工作的专家、

衷心的感谢!



洛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1年12月～1984年2月)

主任委员任普恩

副主任委员 张广祥 常国义 张希明 王 荷 马溪桂 罗士瑜

李 健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良栋 马荣华 王文铭 王自海 王 忠 王周宪

王俊生 王铭义 王新龙 尹高春 史友民 田永烈

冯 杨冯 璞冯霞笙 白树范刘子毅刘立巨

刘玉树师文正任兆祥 孙洪芝 毕新田 杨广臣

杨秀文杨顺兴 杨海国 陈云中 陈志平 邸百川

张文学 张亦山 张希圣 张金亭 张景顺李同文

李华锋 李言中 李冷文 李明道 李润春李清源

李筱新李新义 邱庆凯 严良才吴建中 尚兴华

郑衍程武振国 赵玉坤 赵祥庆 赵瑞段约功

胥效杰徐飞郭文轩郭 贤 陶桂峰曹法舜

程志荣韩永丰蒋若是臧明勋 霍荣升

编辑室主任张广祥

副 主任郭文轩曹法舜李冷文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4年2月～1987年1月)

武振国

张广祥(常务) 张何良杨尚奎李延龄周克强

郭文轩曹法舜李冷文宋春亭(1984年6月任职)

刘慈民(1984年6月任职)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卜道广 马云庆 马文章 马荣华 王永民 王兴堂

王宝龙 王昌兴 王国兴 王树新 王银生 王维贞

王新龙 孔宪阳 叶少先 申全德石建章石祥逢

刘玉树 刘鸿彬刘尊印 刘景让刘耀先任兆祥

华启明 朱家辰 张书田 张文学 张振杰张景顺

宋世兴宋宪华 吴永健李华锋李宗挺李新法

杨秀文 杨胜民 苗万和 胡立然 姚庆明 姚明德

姚景直赵毅郭子茂顾 民秦兴广秦继通

高绍海 曹凤和 曹世振 曹国栋章金松梁鸿雁

薛占荣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7年1月～1987年10月)

主任委员武振国

副主任委员 张何良马友谅杨尚奎 陈景章宋春亭

委 员 顾 民李延龄 张耀平 马英俊迟国昌

温宗淼范进堂王宝龙刘长春曹凤和

刘耀先陈恩芳马云庆刘尊印 万英

王新龙王国兴李祥桢 宁书伦贾笑凡

王树新马荣华 高观波吴永健陈士宏

段学超张文学石建章张建杰傅筱玲

曹世振宋宝振宋西杰周宪界郭志发

周天兴王福仲冯尚恩李新法杨秀文

张爱珉宋周寿李克勤李江潮李宗挺

何国庆郁思奇 曹春光晋艾段约功

郭文轩席家山 李昭亮何心正谢应权

史树功李兴民 韩大兴王福山 邢祥法

崔 巍李中现赵江涛杜景敏李冷文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7年10月～1992年4月)

主任委员 武振国(1987年10月--,-1988年6月)

副主任委员 马友谅 张何良 张广祥 杨尚奎 陈景章匦囹
委

李冷文曹法舜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卜道广马云庆

王生元王昌兴

王振环王新龙

冯尚恩宁书伦

刘长春刘昆

迟国昌 陈士宏

李克勤李延龄

宋周寿宋宝振

杨秀文杨树杰

张文学张延林

周宪界范进堂

段学超段道谊

顾 民 晋艾

商民富

温宗淼

崔 巍

谭宝泰

马英俊

王宝龙

王福仲

石长宽

刘景让

杜景敏

李忠现

宋景华

杨 耀

张建杰

郁思奇

茹培伟

秦兴广

傅筱玲

裴毓鼎

马学智

王国兴

王德俊

石建章

刘尊印

何国庆

李宗挺

吴永健

尚国亮

张林森

赵正义

高观波

席家山

韩大兴

薛占荣

马荣华

王树新

牛清海

史树公

孙治通

李兴敏

李祥祯

邵英俊

武明魁

张爱珉

赵江涛

高 波

曹凤和

曾三森

薛忠雄

王凤歧

王新华

白清源

安东立

任绪光

李江潮

宋西杰

杨 正

郑多如

张耀平

郭志发

高 超

曹世振

谢应权



主任委员张世军

副主任委员 白光第

袁君敬

顾 问张广祥

委 员李延龄

吕富文

孟祥贵

胡 永

张高才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顾

委

问

贝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2年4月～1995年2月)

张书田 刘典立 张何良 宿国夏段松茂

衡正元

周有忠

宋宝振

任木铎

王道庆

郭文灿

曹世振

张爱珉

谭宝泰

张克达

乔紫升

迟国昌

王生元

杨 耀

葛丙耀

白献章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5年2月～1997年3月)

赵江涛

李永祥

段学超

李昭亮

张世军(1995年2月～1996年3月)

刘典立王国平(1995年2月～1996年3月)

张书田 李树铭 张何良 宋克耀刘为民 王德俊

宋宝振孙娟袁君敬

张广祥

王道庆 张 平张太林胡永朱松茂谭宝泰

J刘志功I高根超刘 昆李永祥 郁思奇徐成如

张克达周天才赵万欣杨廷柱 王德木席家山

胡敬忠 杨胜民 牛英灿 朱广平刘振立师家政

任绪光 黄 锁 王大卿 j白献章】周英杰周新邦

葛丙耀 李昭亮 赵存厚韩中秋 马金永 叶鹏

杨荣垓段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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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顾

委

问

员

刘典立

李树铭

王德俊

张广祥

朱家臣

高根超

胡 永

杜景敏

丁荣耀

马学曾

李鸿求

戴保安

寇升隆

刘焕民

来学斋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7年3月～1999年7月)

王文超宋克耀 马 懿 张何良 刘为民

王道庆宋宝振孙娟袁君敬

孙继纲 张太林朱广平乔群考徐成如

刘 昆 马金永郭玉晋 宁留奇 肖述金

l杨廷柱l赵万欣李富恩周天才雷清

孙西杰胡敬忠 李胜平 韦六聚黄锁

吕玉华周英杰周新邦 牛英灿 朱云山

尹铁坚任绪光李显圣王德木魏建坤

王大卿史京品 段文茂刘振立杨玉龙

张占奎杜勇杰 张宝珠葛丙耀周廷芳

李昭亮 吕志源 谢延斌 张都兴乔福昌

朱松茂韩中秋刘道文段鹏琦 陆新朔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顾

委

问

员

刘典立

宋克耀

刘为民

张广祥

刘祥顺

李显圣

郭玉晋

赵万欣

孙西杰

吕玉华

赵建洛

杨玉龙

杜勇杰

李鸿求

韩中秋

陆新朔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9年7月----2001年12月)

王文超 杨中路查 敏 李兴太张书田

王德俊孙长印 孙娟 袁君敬

朱家臣

徐成如

王自力

刘中银

杨建国

马颖

袁祖国

张占奎

张宝珠

莫爱英

刘道文

孙继纲

李留章

高元池

马克勤

李胜平

马学曾

秦钰辉

姜 涛

葛丙耀

张都兴

耿占云

张太林

高根超

胡 永

周天才

李占朝

尹铁坚

史京品

马旺信

翟应征

丁玉英

来学斋

戴志梅

谭宝泰

崔保连

雷清

黄 锁

任绪光

段文茂

尹三江

寇升隆

郑先成

姬铁成

O

张素环

马金永

郑世刚

杜景敏

王长忠

魏建坤

刘振立

周新邦

李昭亮

高 航

段鹏琦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顾

委

问

员

李贵基

郭俊民

高凌芝

孙凤让

刘典立

张素环

刘道文

尚成富

马克勤

秦钰辉

王长忠

牛英灿

张水利

卫立国

宋献彬

袁君敬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2001年12月～ )

李文慧 李兴太杨中路 曲安民 王全乐

张书田 刘为民 白云坛 孙长印 谢留峰

张广祥

刘祥顺

韩中秋

谭宝泰

马东安

孙占奎

吕玉华

任绪光

葛丙耀

吕太昌

张铁良

陆新朔

姜 涛

李显圣

马金永

刘振立

赵建洛

马 颖

郭玉晋

郝忠孝

胡长海

段文茂

段鹏琦

焦焕朝

徐成如

张太学

杨玉龙

袁祖国

雷 清

周新邦

李昭亮

陈连凯

李鸿求

孙继纲

高元池

董平海

史京品

李占朝

王家贞

李留章

孙海洋

丁玉英

来学斋

许留锁

王自力

刘中银

杜勇杰

许新皎

尹铁坚

马旺信

耿占云

冯士军

姬铁成



总

顾

纂

问

常务副总纂

副 总 纂

总

顾

纂

问

常务副总纂

副 总 纂

总

顾

纂

问

常务副总纂

副 总 纂

总

顾

纂

问

常务副总纂

副 总 纂

《洛阳市志》总纂班子

(1995年1月"--1997年3月)

刘典立

张广祥

袁君敬

陆新朔来学斋

《洛阳市志》总纂班子

(1997年3月～1999年7月)

刘典立宋克耀

张广祥

袁君敬

陆新朔来学斋

《洛阳市志》总纂班子

(1999年7月"--2001年12月)

刘典立王文超

张广祥

袁君敬

来学斋姬铁成陆新朔

《洛阳市志》总纂班子

(2001年12月～ )

李贵基

刘典立

孙凤让

来学斋

郭俊民

张广祥

袁君敬

姬铁成陆新朔



主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任 陈景章(1986年7月---,1989年8月)

袁君敬(1992年5月～2001年9月)

副 主 任

调 研 员

孙凤让(2001年9月～ )

宋春亭(1985年12月～1988年4月)

刘慈民(1985年12月～1988年1月)

张高才(1989年9月～1994年5月)

袁君敬(1991年9月～1992年4月)

来学斋(1997年12月～ )

姬铁成(1998年2月～ )

赵保欣(1986年7月～1988年7月)

刘慈民(1988年1月～1992年1月)

袁君敬(2001年9月～ )

助理调研员 陆新朔(2000年12月～ )

编 辑(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智涛 孙凤让孙素玲来学斋 张玉桥 张汝胜

张克利 张根成 陆新朔 尚仁杰孟国锋 袁君敬

姬铁成潘兴

美术编辑梁芸

编 务(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长春安春芳李灵芝 陈继红

曾参与编辑、编务的人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倩 王元明 王民华 王守勤 王新士 韦支陆

石建厚 I白周瑜『 冯 勇 刘建新刘慈民 许运通

许留森任世荣李冷文李粤冀杨宗敏I宋春亭l
张华 张 磊 张明众 张高才 陈洪斌 陈景章

郑贞富 胡红霞 赵保欣俞醒民 1郭文轩1l郭绍文l

郭泉森黄椿曹法舜谢春秋J蔡茂德『薛瑞泽

早期借、聘的主要编辑、编务人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l王瘦梅i {毛汝才l 朱健刘梦成杨载东 I吴儒才I

张继伦邵爱珍谢琰



凡 例

一、《洛阳市志》编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继承历史，反映

现实，服务当代，有益后世为宗旨，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和反

映洛阳的历史与现状。

二、全志采用科学分类，以类立目，横分纵写，小篇设志，多

篇多章的原则构架，篇为最高层次，下设章、节、目。总述、大事

记和各专志同级并列。能突出洛阳特色或容量较大的篇独立成卷，

其他各篇近类合并为卷，全志共分18个卷本。
‘

三、全志立足当代，详近略远，上限尽可能溯及事物发端，下

限一般断至1990年。

四、全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整个洛阳市政区。记述的方法按照

总述整体，详记市区，简介县情的原则进行。

五、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种形式表述，

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

六、人物志所载人物，以洛阳籍为主，同时收入在洛阳活动、

工作，并有重大影响的非洛阳籍人物，分别以传记、简介、名录、

名表形式，予以记述和介绍。

七、全志中所有数据以市统计局公布为准。其未列项目，由有

关部门提供。除引用古籍资料标明出处外，其他资料一般不再注明

出处。

八、清代以前历史纪年、民国纪年括号夹注公元纪年；1949年

始使用公元纪年，其前不再写“公元”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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