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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乐 县。志
总编史国强 副总编王善增



委员库元凯周长绪关学章崔立法史国强
●

、 赵进然武林东黄相军焦联杨山虎

端木建伟崔冠民

南乐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总编室)成员
●

主任兼总编史国强

副主任田国芳

副总‘编王善增

编 辑史国强王善增谷相乾王润泽王孟善

路秉灿 田国芳赵瑞斌

工作人员韩社引 韩敬芬赵秀霞段靖华常艳玲

檀爱淑史墨力

特约编辑．王卫明 j．|

摄 影赵进然蒋志强薛玉玺



委员库元凯周长绪关学章崔立法史国强
●

、 赵进然武林东黄相军焦联杨山虎

端木建伟崔冠民

南乐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总编室)成员
●

主任兼总编史国强

副主任田国芳

副总‘编王善增

编 辑史国强王善增谷相乾王润泽王孟善

路秉灿 田国芳赵瑞斌

工作人员韩社引 韩敬芬赵秀霞段靖华常艳玲

檀爱淑史墨力

特约编辑．王卫明 j．|

摄 影赵进然蒋志强薛玉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审 定人 员

原河南省地方史志编委会主任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原河南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常委编审

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教授

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郑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

山东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原河南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副编审

濮阳市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濮阳市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邵文杰

鲁德政

杨静琦

朱绍侯

蒋相炎

宋光华

崔 灿

史赞

申海田

许顺湛

谷峰

陈新生

许占华

曾在办公室任职、工作过的人员

武孟礼(副主编) 周廉斋(副主编) 魏元明(副主编)

路秉灿(副主任兼主编) 张俊华(副主任兼副主编)

檀可云(副主任) 扈振禄(副主任兼副总编)

王石岭 王志法 王新月 史保国 I冯酿春I 吕孟伟

张忠显 张保仓 张俊友 张瑞民，张瑞霞 张殿文

吴朝栋 赵进然 姜俊卿 徐玉琴 袁建英 唐恒科

路瑞珍端木宪纪魏普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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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万象，有条不紊，较全面地记述了南乐历史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尤

其是记述南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

活动。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乐大地所发生的巨大变革，

志书记载备详，展示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字里行间

潜含着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赖以振兴

发展的必由之路的真谛，一册志书在手，南乐沧桑尽收眼底。从新的志

书中，可以全面了解和窥见南乐历史的发展嬗变，各行各业都能够从中

理出自身发展的轨迹，探索运行规律，总结经验教训，汲取营养，以利于

我们客观地、有依据地制订发展战略与规划，推动各项事业健康蓬勃地

发展。

新修《南乐县志》记载了南乐先贤哲人、革命志士和先烈的生平事

迹：其中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者有之；驰骋疆场，马革裹尸者有之；呕心

沥血；献身民众者亦有之。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人民的骄傲。这些珍贵

资料不仅是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激

发他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愫，同时激励各级干部为政清廉，励精

图治，按照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

把各项工作干好，做无愧于当代，无愧于先贤先烈的一代英杰。

我于1988年来南乐工作，与总编室的同志不断接触，深知他们的

甘苦。他们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El夜笔耕

不辍，完成了这部颇具地方和时代特色的著作。值此新志创成之际，我

谨向长期工作在地方史志战线的同志们以及所有关心和支持南乐县地

方史志工作的专家、学者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忱。

爰为之序

搴曼县人肇哆府县长聂兆鹏
南乐县地方史志编委会主任

1994年7月10日



贺新志书出版的同时，对为编修新志付出大量心血的总编室的同志和

所有为完成这一工程做出努力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南乐地处中原腹地，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早在

6000多年前，远古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勤奋劳作，繁衍生息，创造了灿

烂的远古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南乐地灵人杰、，有建树的政治家、

科学家及学者层出不穷。他们各领风骚，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

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鸦片战争以来，南乐人民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反

抗阶级压迫和民族侵略，争自由，求解放，付出了巨大牺牲，有一千多名

烈士血润沃土，马革裹尸，用热血凝成了一曲又一曲悲壮激烈的乐章。

新中国成立后，南乐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进，战天斗地，

积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乐人民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开拓进取，求实创新，政治、经济、科研、文卫等

各条战线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南乐历

史发展的主旋律。其中有宝贵的经验，有沉痛的教训，有胜利的喜悦，也

有失败的警诧。把这些如实的记录在案，载入史册，稽古鉴今，昭示来

者，是人民赋于我们的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新修《南乐县志》就是起了

这方面的作用。



．新修《南乐县志》是在中共南乐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

各界的支持下产生的。新志书的编纂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以服务社会主义为宗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以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采用“横排竖写，纵不断线，横不缺

项，纵横结合”的写法，力求多侧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南乐几千年的历

史发展进程。尤其着重记述了南乐建党较早、创建革命根据地、艰苦抗

战、建国以来曲折发展、做为全省改革试点县后经济建设等特点。同时

对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导致工作上的失误也有所反映。基本上较详

尽地反映了南乐古往今来的历史面貌。一册在手，南乐概况尽收眼底，

并开卷受益，惠及后昆。
。

《南乐县志》是全县的“百科全书’’。其中包含着大量珍贵的资料，不

仅是研究南乐历史及各行业发展的重要文献，同时也为各级干部制定

政策、改善领导、筹划未来提供了丰实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是一部

极为可贵的地方历史教科书。这一作用必将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真

诚的期望人们能够通过《南乐县志》了解南乐，热爱南乐，从而增强南乐

的透明度，激发建设南乐的热情。全县人民都应认真阅读和收藏《南乐

县志》，从中汲取营养，了解过去，掌握现状，开拓未来，为南乐县的经济

腾飞干大事、创大业、立大功。

李金鉴 1994年任濮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曹濮生1994年任濮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原中共南乐县委书记 李金鉴

原南乐县人民政府县长 曹濮生

1992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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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史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战国时期著名儒家经

典《周礼》中就有“掌道方志，以昭观事"的记述。尔后，地方史志代有新

著。尤其是唐宋以来，编修史志蔚成风气，至明清两代达到高峰，成为各

级官府的例事，故有“修志不修衙”之说。《南乐县志》的创修，始于明朝

嘉靖年间。450多年来共有9个版本行世。这些旧的志书，在记述地方

风物、文化遗迹、官秩民情及兵事灾异等方面确有可取之处，为弘扬民

族文化，光大民族传统起过一定作用。但是，其中宣扬封建主义的节烈

观及因果报应，无疑是应当摒弃的糟粕。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

重视地方志工作，视为文化建设的重点项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政通人和，百业兴旺。1982年2月，南乐县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史志

工作翻开新的一页。此后，县政府曾数次调整、加强和增补编纂委员会

成员，使全县史志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新修《南乐县志》经历了十个寒暑。她是全县上下通力合作，共襄盛

举的硕果，填补了南乐史志近半个世纪的空白。此项工作从机构初创到

志书杀青，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编写宗旨，与过去私人修志截然不

同。在内容上，新修志书记述跨度几千年的历史概貌，而以当代为重点；

记述各行各业的发展嬗变，而以经济建设为重点；记述悲壮曲折的革命

斗争，而以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为重点；记述典型的风土人情，而以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重点。整个志书洋洋洒洒百余万言，体例完备，内

容宏富，搜罗广泛，言之有物，是一部较全面、较详尽地记载南乐历史发

展进程的“百科全书”。

字字都是血和汗，十年辛苦不寻常。编修这样一部巨帙志书，是一

项浩瀚的文字工程，洵属艰辛。回顾十年来的修志工作，我们所以易裘

葛，苦削牍，能够顺村完成这一繁复的任务，所靠有五：第一，有一个令 ，

．·

． 衫



于包括编辑水平在内的某些条件的限制，志书中不当之处必然有之，祈

冀读者和全县人民批评斧正。

’原南乐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阀适忠

．1992年4月20日

阎道忠1994年任濮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凡 例
：

一、《南乐县志》始修于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其后数次编

纂，至建国后的1960年志书草稿，凡十修。惜明代版本荡然无存，清初

志书残缺不整，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和中华民国30年(1941

年)《南乐县志》已属稀有。1960年志书仅系草稿，大叶粗枝，泐漏颇多。

新编志书除参阅上述旧志外，以县统计局、档案局资料和新编的54部

专业志及12部乡、镇志为主要依据。总编室征集了近500万字的资料，

对县志编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二、新编《南乐县志》是在中共南乐县委领导，县人民政府主持下

。编纂的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与过去的私人修志截然不同．。它既不是

‘旧志之续，又不是南乐断代史。上限至远古，各行各业起源尽力上溯；下

限至1990年底，重大事件的记述止于志书创成。

三、志书选材以立足当代，侧重现代，追溯古代为原则。不因循陈

规，不沿袭旧式，大胆创新，勇于开拓改革，力求宏观全局，微观百科，详

今略古，体例完备，使其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志书。

四、本志书的编纂，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

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并努力体现地域性、时代性、资料性、科学性、

连续性、广泛性和人民性。

五、本志采取横分竖写，以竖为主，史志结合，以志为主的编纂方

法。成书30卷。首卷为概述，提要钩弦；末卷为志余与附录，采遗拾零；

中间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系列编排。’

．六、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照诸体，以志为主，图表’

随文·，照片相对集中编排。

．七、志书采用现代语体文写法，用字规范。文风力求严谨朴实，言简／7

j·。j t



意赅。文中所列数字，悉由县统计局提供。编排以卷、章、节为序，节下

之目明显标出，使脉络清晰。

八、志文中名称的运用：人名直书其名；地名悉用今名，必用古名

者，加注今名；清朝、中华民国亦直书，不用“满清"、“伪民国"之类。所用

“伪”字，仅限于日本侵略军在当地扶持建立的政权、军队等；外国国名、

人名、地名均采用新华社标准译名。各类名称在某一卷中首次出现均用

全称，而后简之。

九、时间记述，不用“今年"、“今天"之类代词；年份悉用全数，如

“1986年”；历史朝代帝号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十、数字运用：力求符合国家《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公元、世纪、年代、年、月、日和肘刻以及记数与计量(包括正负数、

分数、小数、百分比、约数等)悉用阿拉伯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

词组、习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数字及邻近并列连用表示概

数的数字采用汉字；引文标注古籍中版次、卷次、页码采用原书写形式，

其他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一、人物卷按照“生不立传，但可入志"的原则，根据南乐地方实

际情况酌情处理。年龄在70岁以上，于国于民做出重大贡献或影响深

远者，酌情收入县志。

十二、采用的照片以彩色照片为主，部分照片超越志书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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