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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新编《肥乡县志》四历寒署，编纂成功。定稿之日，编委会嘱我为新志作序．令我

心潮起伏。欣慰不已。

肥乡县有着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我深爱这片古老而富饶的热土。早在仰韶文

化时期，这里就有人类聚居。从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置县，迄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

史。悠悠岁月，古往今来，肥乡这片沃土，造就哺育了无数英雄儿女，写下灿烂辉煌的不朽

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肥乡人民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尤

其是抗日斗争的艰难岁月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肥乡人民经受了战争洗礼。他们为抵

御外侮，争取解放和成立民主政权，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用鲜血和生命浇灌了肥乡这片红

色土地，铸就起一座座永垂千古的丰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勤劳纯

朴的肥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战天斗地，用自己的双手和

智慧，描绘出一幅幅光彩夺目的历史新天地。全县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县委、县

政府的带领下，团结务实，开拓创新，使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巩固，．Y-业生产充满生机，全

县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改革开放，给肥乡带来了空前的盛世。

正值盛世，我们编修新县志，这是肥乡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功业。

是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惠及子孙的重要事业。正因为如此，编纂新县志是

我们县委、县政府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可喜的是，四年多来，全体编修人员不畏艰

辛、呕心沥血、精益求精，数易其稿，发挥了他们的聪明和才智。终于完成这部宏篇巨

著，这是值得全县人民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新编《肥乡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尽可能全面把握县情，客观反映历史，如实地记载各方面的进步和成绩、错

误和挫折，再现了肥乡的历史。同时，她以鲜明的笔调、生华的妙笔，浓墨重彩地记述

了肥乡抗日斗争的历史；突出记载了全县经济发展状况；重点全面地详述了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全县人民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

《肥乡县志》面世了，这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她填补了肥乡50余年

无志空白，告慰了肥乡30万人民。她为我们了解县情，熟悉县情，激发全县人民爱祖

国、爱家乡的情感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材；是宣传肥乡，

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极其宝贵的资料书；也是一部浓缩肥乡历史风云，体现

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百科全书”。阅读全志，可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

《肥乡县志》是肥乡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她将带着昨

天的自豪、今天的昌盛和未来的美好与新世纪同行。

三轰墨萎纛磊鑫任-ig_,胡梦玲肥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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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肥乡县志》面世了!这是呈献给全县30万人民的一份厚礼，也是我县两个

文明建设中的又一丰碑。她结束了肥乡50余年无志的历史，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百

科全书”。

国有编史之善举，县有修，a-e_传统。肥乡县自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首纂《肥

乡县志》成书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续修肥乡县志》刊出，402年间先后共有八

部志书问世。然而，由于漳水沉城，如今尚存于世的仅有雍正十年、同治六年和民国二

十九年三部志书。这些志书虽文笔精练，史料丰富，但皆因时代的局限均不能全面地记

述反映肥乡的历史。同时，本届修志距上届修志之间相隔50余载，中间经历了抗日斗

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和5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风风雨雨。50多年来，肥乡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自强不息，为了家乡的繁荣和进步留下无数革

命诗篇，涌现出众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尤其是当前改革大潮波澜壮阔，肥乡面貌日新月

异，这历史性的巨变，是肥乡人民的自豪和骄傲。因此，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长远，编

纂一部新的《肥乡县志》是众望所归，势在必然。

1996年秋，地方志办公室受命担负起继承历史、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博大使命，

编纂建国后第一部《肥乡县志》。经过编纂者四度春秋，呕心劳作，一部洋洋百万言的

《肥乡县志》编纂成功，付梓出版。这成绩的取得无不浸透着编纂人员辛勤汗水，这其

中的酸、甜、苦、辣，是常人难以体察的。

《肥乡县志》纳千秋伟业，融百世人文，纵贯古今，囊括百科，其规模之大，内容

之浩瀚，任务之繁难，非历届旧志所能比。同时，一改过去重人文轻经济的弊端，重点

突出地记述县域经济兴衰起伏的规律，实事求是地记载工作中的成绩与失误，并寓思想

性、科学性为一体。力求达到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目的。

鉴古而知今，继往为开来。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今天，《肥乡县志》为我们留

下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百科全书”。她对探求发展轨迹，谋求振兴大计，必将起到资

政、教化和存史的作用。她为知我肥乡，爱我肥乡，建设肥乡和开创肥乡的未来，提供

了历史的借鉴和决策的依据。

《肥乡县志》是众手成志的典范，各界通力合作的结晶。在此，我谨向参与、支持、

关心肥乡修志工作的省市领导及专家学者和为本志编纂做出贡献的志士仁人，一并表示

诚挚的谢意。

肥乡县人．．民，璺府县长 王宝田
肥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99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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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肥乡县的历史和现状，努力突出地方特色、时

代特点。

二、本志断限坚持纵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追本溯源，至有史记载。下限继至

1996年底，有些相关联的事物、事件则以适当后延。

三、记叙范围 以现行行政区划为范围，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记述空间上照顾事

物的完整性。

四、表述形式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例撰写，以志为主。概述略

加评点，其余均用记叙文体，不作评论。

五、编目排列 采用编、章、节、目体例，共设29编、142章、478节，按事立

志，横排门类，纵述本末。

六、本志纪年1912年中华民同以前，用帝王纪年，括号加注公元年号。公元前

加“前”，公元后不加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刚中华民国纪年法，成

立后使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般称“建国前”，后称“建国后”。1945

年11月15日肥乡县城解放以前，一般称“解放前”，后称“解放后”。所记年代，均属

20世纪。

七、本志文字 以国家语委1986年10月10 El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本志数字，以国家语委等七个部门1987年1月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为准。 ·

八、计量单位一般照旧记载，生僻者加注；建国后，市制和国际公制度量衡单位

并用。

九、人物立传所立人物传，遵照生不立传，以当代为主，正面为主，本籍为主的

原则，兼收有较大贡献和影响的客籍人物。有突出成绩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记人有关

编章。对肥乡县各界名人要人、有特殊影响的人物，则设人物选介记述。

十、资料来源资料来自历代史籍，以旧志资料、文史资料、党史资料、统计资

料、肥乡县域内各单位各行业提供的资料和知情人的口碑资料为主，经考证鉴别后辑

用，为节省文字一般不注出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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