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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一、《沁水县志逸稿》为新发现的《沁水县志初稿》整理本，整理本题鉴《沁水

县志逸稿》，正文部分仍保留原稿题名《沁水县志初稿》。

一、《沁水县志初稿》之编修，始于1963年12月，终于1965年7月1日，因

故未能最终定稿正式出版，遂以油印本形式排印，16开，共10编，约60万字。原

稿初以“征求意见稿”形式，分若干单编陆续油印，收藏者将所收到的若干单编

《沁水县志初稿》合册装订，收藏至今。

一、《沁水县志初稿》由当时“沁水县志编修委员会”编修，原稿无编修者名

录。经多方访问，可以查访到的姓名者，仅知《沁水县志初稿》由当时民主副县长

王肇基分管主持编修，参编者知有窦庄张孝骞、潘庄郭心镜(敬)、马凹常意诚，

以及沁水中学史学章、农业局王守周、工业局王廷周、文教局王树青等人。因将

《沁水县志初稿》参编者补录于此，以示对参编者的敬意。《沁水县志初稿》参编

者如今多已作古，访问非常困难，故而此参编者名录未能收全，也可能不甚准

确，欢迎知情者提供线索，以供增补。

一、《沁水县志初稿》因为单编陆续排印之原因，存本已经不多。整理者至今

仅收集到二个民间藏本。或许还有好事者另有藏本，如有意外收获，欢迎存有

《沁水县志初稿》的收藏者，能够提供方便，以便相互参伍校勘。此为利国利民之

事，庶可为沁水文化建设而作奉献。

一、《沁水县志初稿》因为油印之原因，字迹着墨不匀，多有模糊不清漫漶残

缺之处。整理者依据所收集到的二个藏本，相互参伍校勘，漫漶处认真辨识，残

缺处努力补阙，以至于访问民俗方家，参阅相关文献，力求校勘准确，补阙无误，

且有依据，不敢臆测。若仍见错误之处，恭请指误纠错。

一、《沁水县志初稿》为上世纪60年代产物，时代特点非常明显。亦因时代

限制，《沁水县志初稿》中有些观点、提法、语言已经过时，一些人物事件亦见误

载误评。整理时，为最大程度保持《沁水县志初稿》原著原貌与时代特点，兹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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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原著，适当修改”之原则，仅对原著中明显错字给以改正，人事误载给以说

明；并参照相关出版物之通例，按照现代出版物之规范，以所谓“近代古籍”整理

研究要求为依据，对《沁水县志初稿》进行系统规范化整理，力求不损害《沁水县

志初稿》之时代特点，努力为广大读者与文史工作者，提供一部较为理想的《沁

水县志初稿》整理本。

一、《沁水县志初稿》整理本，最终定名为《沁水县志逸稿》，列入政协沁水县

委员会《沁水文史资料》书系正式出版，以示二者之区别。既尊重《沁水县志初

稿》参编者的原创之功，又尊重《沁水县志初稿》收藏者保存地方文献之劳，也肯

定了《沁水县志逸稿》整理者的工作。

一、全书前有《(沁水县志初稿>的发现与整理(代前言)》文，后有《油印本

<沁水县志初稿)收藏始末》文，对《沁水县志初稿》的编修、收藏、发现与整理，作

有综合介绍。

一、《沁水县志初稿》实际上是部基本完成的新编《沁水县志》，上承光绪年

《沁水县志》，下接1987年新编《沁水县志》，重点记载从辛亥革命至上世纪60

年代，沁水近代、现代社会历史风云。若此，沁水已有康熙年《沁水县志》，嘉庆年

《沁水县志》与光绪年《沁水县志》等三部旧志存在；又有1965年新编《沁水县志

初稿》、1987年新编《沁水县志》、2005年新编《沁水县志续编》等三部新志问世。

如此，《沁水县志》从古至今，形成一个完整的志书体系，沁水的古今历史，也形

成一个完整的历史体系。故《沁水县志逸稿》的整理，自有不可或缺的社会政治

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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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志初稿》的发现与整理
(代前言)

《沁水县志初稿》是一部新发现的《沁水县志》逸稿，编修于1965年，油印

本，16开，共lO编，约60万字。目前，在沁水仅收集到二个《沁水县志初稿》民间

藏本。

初稿者，意谓书稿虽然编成，却未能最终定稿梓行。《沁水县志初稿》排印于

1965年7月1日，大概排印出来不长时间，便遇上“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代，

《沁水县志初稿》生不逢时，没有机会正式出版，遂以油印本形式，与读者见面。

据收藏这部《沁水县志初稿》之原沁水县委通讯组长、沁水县委宣传部副部

长张道德回忆，《沁水县志初稿》并非一次性全稿排印，而是先后以单编形式陆

续排印的。《沁水县志初稿》基本完稿后，“沁水县志编修委员会”为征求意见，每

整理完一编，便排印出若干份，分发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张道德部长较为认真

细心，深感《沁水县志初稿》所载史料的珍贵，每收到一编，便妥善保存。收完全

部排印稿后，张道德部长将其合订成册，《沁水县志初稿》才得以收藏至今。

现在知道《沁水县志初稿》的人已经不多。1987年出版的新编《沁水县志》，

收有主编田文高《沁水县志编修始末》一文，曾提到过这部《沁水县志初稿》，其

云：“1964年根据上级指示，曾编修过《沁水县志》，写出约50万字的初稿，由于

‘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中断，所征集到的资料是很宝贵的。”又据几位在世的

参与新编《沁水县志》修志者回忆，他们在修志时，曾参阅过《沁水县志初稿》。然

而，江地先生为新编《沁水县志》作序时，追述到古代沁水保存下的康熙、嘉庆、

光绪年编修的三部《沁水县志》时称：

光绪志那是1881年(光绪七年)由当时的沁水知县秦丙煌领衔修纂的，

实际上的主编是(沁水人)李畴，已经中断了一个世纪之久。这期间不仅经过

了晚清末年和民国初年，特别是经过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全过程，

而全县竟无志书可供查辑，这实在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也由此可见，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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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志逸稿

一部新的县志，实在是刻不容缓。

从江地序言分析，江地先生可能没有看到过这部《沁水县志初稿》。田文高参

与过《沁水县志初稿》后期工作，又主编新编《沁水县志》，他至少没有向江地先生

提供过这部《沁水县志初稿》，致使江地先生在评述沁水历代修志时，不知道在

1987年新编《沁水县志》问世之前的1965年，沁水还曾编过一部《沁水县志初

稿》。

我也不清楚上世纪60年代沁水还曾编过一部《沁水县志初稿》o 2003年以

来，我受沁水政协文史委之托，先后编撰了《沁水历代文存》、《沁水史话纵横》、

《沁水县志三种》等沁水地方文献，较为关注家乡沁水文史资料的收集。其间，每

当回到沁水，我都要拜访请教田文高老人，常常谈及古今所编《沁水县志》问题。

田文高始终没有谈到过《沁水县志初稿》一事，而我一直误认为，田文高主编的新

编《沁水县志》，是1965年所编《沁水县志初稿》的沿续，二者是一回事一本书，也

就疏忽了细问“1964年根据上级指示，曾编修过《沁水县志》，写出约50万字的

初稿”这一事，因而我也不清楚1965年沁水还曾编过一部《沁水县志初稿》。

《沁水县志初稿》所记时代，溯于上古传说，起于辛亥革命，终于1963年12

月。光绪志修定于1881年(光绪七年)，下距191 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仅有30年

时间。《沁水县志初稿》实际上是一部接续光绪志的新志，它使沁水在光绪七年

(1881)之后的“晚清末年和民国初年，特别是经过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全过程”之社会历史，得以存志，“可供查辑”。因此，《沁水县志初稿》所记沁水近

代历史之史料，十分珍贵，记载也较为系统详细，历史发展脉络较为清晰，可以视

其为一部新编《沁水县志》。

由于我并不清楚1965年沁水曾经编有一部《沁水县志初稿》，也就不清楚

《沁水县志初稿》对辛亥革命以来民国初年的沁水近代史，有系统详细记载。我所

作的《沁水史话纵横》所记时代，上溯沁水上古社会，包括沁水整个古代社会，终

于清朝末年的沁水社会。初作《沁水史话纵横》时，政协主席马刘勤主张将辛亥革

命以来民国初年的沁水近代社会历史，也写入《沁水史话纵横》。我没有答应，没

有去写，而且一再申明：“我只写古代沁水。”因为要将沁水近代社会历史写入《沁

水史话纵横》，困难太大。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对沁水近代社会发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1987年新编《沁水县志》，理当义不容辞地将这段历史载人史册，这是一代修志

者没有任何理由推辞的历史责任。不知什么原因，1987年出版的新编《沁水县

志》，偏偏阙载这一段历史，即使有所记载，也非常简略，历史发展脉络不甚详细

清晰，没能承担起记载晚清末年和民国初年沁水近代社会历史的重任，致使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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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志初稿)的发现与整理

近代社会历史阙失中断，“竞无志书可供查辑”，造成沁水人多不清楚沁水这一

段历史。因此我在《沁水史话纵横·语跋》中声明：“只作古代《史话》之初编，至于

近代、现代、当代沁水风云胜事，留待二编三编等新编，有心者，或许已将新编做

成，可以古今联璧。”

实际上，在作《沁水史话纵横》之时，我根本就没有能力把沁水近代社会历

史写入《沁水史话纵横》。我对沁水近代社会历史了解甚少，也不掌握资料。如果

真要去写这一段历史，需要到北京、南京、太原，甚至台湾等地的图书馆、档案

馆，查阅沁水近代社会历史的相关史料，至少需要抽出三五年的专门时间，还不

一定能把史料掌握得很好，把文章也写得很好。我有点望而却步，不敢答应马刘

勤主席的要求。故而我未能把沁水近代社会历史部分，写入《沁水史话纵横》，只

在全书结束时的《尾话》中，写了一篇千余字的《天地重开》文章，概述了辛亥革

命至新中国成立之间，沁水近50年的近代、现代历史风云。《天地重开》一文，实

际上是留待将来一旦有机会重新修订《沁水史话纵横》时，要增补的沁水近代、

现代社会历史的一个提纲。

沁水近代社会历史“竞无志书可供查辑”的遗憾，一直以来是我的一个心

结，而且，沁水很多关心这段社会历史的人，都有同感。沁水政协为了理清沁水

近代社会历史，在多次召开的主席会议上，几次提出征集沁水近代社会历史之

史料的议题，试图抢救整理沁水近代社会历史，并专门做了安排，但这项工作至

今没有明显进展。

2008年10月，我在做完《沁水县志三种》后，突然又生沁水近代社会历史

“竞无志书可供查辑”之遗憾，因在《前言》云日：

非常遗憾的是，民间初年中国曾有一次修志高潮，各地都有民国志的问

世，而沁水却无人修志。民国初年，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革，几千年的封建社

会终于结束，中国进入民主共和时期。而中国历史的这一变革，对沁水必然

造成翻天覆地的影响。由于民国初年沁水无人修志，造成这一时期沁水历史

的断代失载。致使今人很想补阙沁水民国历史，不知从何搜寻，只能望史兴

谈，非常非常地令人遗憾。

’。o

2009年春节，我回到家乡沁水，前往拜访张道德部长。当时，我刚做完《沁水

县志三种》，已交出版社付梓出版。《沁水县志三种》汇辑了古代沁水保存下来的

康熙、嘉庆、光绪三种《沁水县志》。在交谈《沁水县志三种》和1987年新编《沁水

县志》时，彼此都对沁水近代社会历史“竞无志书可供查辑”的问题深感遗憾。张

道德部长说他收藏有一部油印本《沁水县志初稿》。之前，我曾收集有1987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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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志逸稿

编《沁水县志》油印本部分章节。我仍然以为二者是一回事，没有在意。然而当我

翻阅《沁水县志初稿》之时，才发现二者不是一回事，《沁水县志初稿》是一部至

今没有引起人们关注的新发现的《沁水县志》逸稿。

《沁水县志初稿》完成于1965年7月1日，时代不是很远，可以称为“近代

古籍”。由于它未能最终定稿而正式出版，其存本已经不多，知道它的人也不多，

因而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不是张道德部长的合订成册收藏，《沁水县志初

稿》很可能佚失不传。《沁水县志初稿》所记时代，溯于上古传说，起于辛亥革命，

终于1963年12月。它尤其对辛亥革命以来民国初年沁水近代历史记载较为详

细，而且历史发展脉络较为清晰。它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沁水近代史，

它所记载的沁水近代社会历史之史料，足以弥补沁水近代社会历史记载阙失中

断而“竞无志书可供查辑”的不足。

我喜出望外，有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感。我很兴奋，将

这一发现告诉了马刘勤主席，他也肯定了《沁水县志初稿》所保存沁水近代社会

历史的史料价值，遂召开相关会议，决定仍以政协沁水委员会《沁水文史资料》

书系形式，整理出版《沁水县志初稿》。

张道德部长收藏的《沁水县志初稿》内容有点不全，有几章有目无文，阙失

内容。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沁水县志初稿》还可能有存本，遂访问沁水有可能收

藏《沁水县志初稿》的有关人士。结果很失望，他们均不知上世纪60年代，沁水

还曾编过一部《沁水县志初稿》；而且沁水图书馆、档案局，以至于县志办，均没

有《沁水县志初稿》的收藏。不想，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突然“柳暗花明

又一村”，我很意外地在我家兄弟田同林手中，又得到一部他早些年在废品收购

站得到的一部《沁水县志初稿》。目前，除已收到的张道德和田同林二个藏本外，

在沁水其他地方，至今还未再有《沁水县志初稿》的发现。张道德部长和兄弟田

同林收藏的二部《沁水县志初稿》，恐怕要成为“孤本”了。

二部《沁水县志初稿》内容相同，只是因为排印时，着墨轻重不一，字迹清晰

模糊程度不同，阙失部分则彼此同样阙失。大概当时《沁水县志初稿》原本还没

有全部完稿，或已经完稿而来不及全部汇辑排印，适遇“七一”党的纪念日，遂匆

忙排印，才有了《沁水县志初稿》的问世。

《沁水县志初稿》的编修，按其《前言》称，始于1963’年12月，“经过一年半

的时间，1965年7月1日，初稿编修基本完成。”一年半便编成一部县志，时间有

点过快，此说恐怕不确。张道德部长曾亲眼目击《沁水县志初稿》的编修过程。据

其回忆，早在1960年秋天，《沁水县志初稿》已经开始编修。《沁水县志初稿》的

编修，至晚应当始于1960年，经过几年的收集史料，查阅档案，采访考察，分工

写作，然后于1963年12月开始集中编写、汇辑、打印，终于1965年7月1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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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志初稿》基本完稿。

《沁水县志初稿》已不知什么人参与编修。据张道德、崔文焕，以及霍新会等

人回忆，当时修志成立有“沁水县志编撰委员会”，由民主副县长王肇基具体分

管，参与《沁水县志初稿》的编修者，可以访查到姓名者，知有窦庄张孝骞、潘庄

郭心镜(敬)、马凹常意诚，以及沁水中学史学章、农业局王守周、工业局王廷周、

文教局王树青等人，田文高在后期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如今，这些《沁水县志初

稿》的编修者，大多已经作古，此谨记下他们的姓名，以示对参与《沁水县志初

稿》编修者的尊重与敬意。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工作，才使沁水近代社会历史有

志书“可供查辑”，他们对沁水近代社会历史的记载，有着不可忘记的历史贡献。

《沁水县志初稿》约60万字，分为《总述》、《政治》、《社会主义建设》、《文教

卫生》、《艺文》、《获奖集锦》、《名人墨迹》、《烈士传记暨烈士名表》、《大事记》、

《志余》等10编。前四编又分33章，后6编不分章。其中第四编《文教卫生》中第

二章《文化》、第五章《体育》，以及第六编《获奖集锦》、第四编《名人墨迹》等部

分，有目无文。可能《沁水县志初稿》在排印时，还没有全部完稿，或已经完稿而

来不及全部汇辑排印，故而造成《沁水县志初稿》部分章节原文阙失。同时第六

编《获奖集锦》、第七编《名人墨迹》内容，需要拍照，油印本来就无法排印。

《沁水县志初稿》10编33章之体例，是古代现存三种《沁水县志》体例的继

承演变。康熙志分lO卷76目，嘉庆志分12卷79目，光绪志分12卷81目。《沁

水县志初稿}10编之体例，是旧志lo卷、12卷之体例的模仿。然其10编之内又

辟33章，章内再辟若干节，又不同于旧志体例，属于新编县志之体例。新编《沁

水县志》即分22编110章，章内又有若干节。旧志用卷、目二级标题，《沁水县志

初稿》用编、章、节三级标题，它是介于旧志与新志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体例。

《沁水县志初稿》记载时代，实际起于辛亥革命，部分章节溯自沁水古代历

史。如第一编《总述》第一章《沿革》中几节，都溯自上古社会沁水境内的古人类

活动及历代地名地域沿革演变，这是一般志书皆通用的一种写法。如第二编《政

治》第一章《历代农民革命斗争片段》中，按历史顺序，辟有宋金之际沁水人民

《助岳抗金》，明末《李自成革命莅沁》，清末《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以及民国《洪

汉军在沁水的活动》等目。第二章《辛亥革命沁水之变》内专辟11节，详细记载

了辛亥革命以来沁水社会变化，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沁水社会风云等一系列重

大历史事件。第三章至第九章，则分别记载抗日战争前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建国初期至1963年等不同时期，沁水历史上的一系列重

大历史事件。第二编《政治》是《沁水县志初稿》所记载的最重要的内容，它基本

上包容并清理了自辛亥革命至1963年之50多年来，沁水近代、现代社会的变

革与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弥补从光绪本《沁水县志》到1987年新编《沁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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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之间，沁水近代社会历史阙失中断无志书可供查辑的问题。由此，从光绪本

《沁水县志》，到《沁水县志初稿》，再到新编《沁水县志初稿》，以及近几年沁水县

志办所编《沁水县志续编》，《沁水县志》从古至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志书体系，

沁水的古今历史，也形成一个完整的时代体系。因此，《沁水县志初稿》的重要性

珍贵性以及不可替代性，也就非常明显。它使从光绪本《沁水县志》到新编《沁水

县志》之间，阙载而中断的沁水近代社会历史得以弥合连续，无疑有着重大而深

远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意义。

还应当特别提及的是，《沁水县志初稿》在第二编《政治》第五章《大胆动手

发动群众》中，辟有《革命前的统治网》一节，重点介绍辛亥革命前后至新中国成

立之40年间，端氏贾家、窦庄张家、郭壁王家、梁坪苏家、十里何家、梁庄李家、

郎必张家、城关韩家、中村李家、东峪姚家与牛家、城关卫家、张马张家等沁水的

大家巨族，共14家的兴衰历史，时称“沁水十大家族”。

据田文高讲，“沁水十大家族”是赵树理提出来的。《沁水县志初稿》编修之

际，赵树理正好在沁水担任县委副书记。赵树理认为，沁水编志重点在“沁水十

大家族”，搞清“沁水十大家族”的兴衰历史，也就理清了沁水近代、现代社会历

史。围绕“沁水十大家族”，理清沁水近代、现代社会历史，这是古代修史以人物

为中心之史传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谓是独具慧眼。“沁水十大家族”中最显赫

的家族是端氏贾家，它兴起于晚清，至新中国建立之前始衰。端氏贾家的历史，

可以折射沁水的近代、现代社会历史。“沁水十大家族”的记载，是《沁水县志初

稿》对沁水近代、现代社会历史的重大贡献。然而，《沁水县志初稿》中“沁水十大

家族”写得并不理想，长短详简差异太大。如端氏贾家的篇幅长达15000余字，

窦庄张家仅写了不足500字；张马张家写了4000余字，中村李家仅有800余

字。而且在写法上，“沁水十大家族”只是客观记载一个家族的兴衰，孤立记载几

件家族的事件，没有将家族兴衰，和沁水近代、现代社会历史很好联系，少些明

显的历史线索，未能达到通过“沁水十大家族”写出沁水近代、现代社会历史的

目的。《沁水县志初稿》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对其进行整理，只是非常

客观的整理，以尊重《沁水县志初稿》原著原貌，不作人为评述，以最大限度保持

其时代特点为原则。所以，对于《沁水县志初稿》，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自我鉴赏品评。

按照历代修志惯例，1987年新编《沁水县志》应当较多借鉴吸收《沁水县志

初稿》所载史料，如光绪本《沁水县志》实际就是嘉庆本《沁水县志》的过录和增

补。然而，如果比较一下新编《沁水县志》和《沁水县志初稿》，二者差别较大。《沁

水县志初稿》许多珍贵史料，新编《沁水县志》只在很少章节吸收借鉴了一些内

容，而对十分重要而又珍贵的辛亥革命以来沁水近代社会历史资料，特别是“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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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十大家族”史料，新编《沁水县志》或者极少吸收，或者干脆弃而不用。非常可

惜，如果不是《沁水县志初稿》的发现，沁水近代社会历史大概要会继续阙失下

去。

因此，我便十分看重《沁水县志初稿》的发现，在沁水政协的支持下，对其进

行了系统的整理，使《沁水县志初稿》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付梓出版。

整理《沁水县志初稿》，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其中有着许多难以解决而不

知其可的问题。

其一，目前发现的二部《沁水县志初稿》皆为油印本，排印不精，许多字迹着

墨不均，甚至漫漶残缺，难以辨识补阙，给《沁水县志初稿》的整理造成不小的困

难。

其二，《沁水县志初稿》编成于1965年，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书稿中一些

观点，许多说法已经过时，甚至错误。对其进行整理，不知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其三，《沁水县志初稿》对一些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记载与评价，已与今天有

所不同。整理时，是尊重原稿，还是给以纠正，难以确定。

其四，《沁水县志初稿》属集体合作编撰，各章节行文不太统一。整理时如果

统一行文，《沁水县志初稿》便会失去原貌；不统一行文，又有些失去整理的意

义。

《沁水县志初稿》真实地记载了自辛亥革命以来至1963年间沁水50多年

的历史，它是1965年的产物，时代性很强。那时的修志者，除“阶级斗争”观念较

为明显外，基本上还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他们遵循了忠实于历史的修志传

统，给后人提供了一部真实可靠的沁水近代现代史，并不像后来一些出版物中

那么多的捕风捉影，甚至虚构捏造事实。历史追求真实，真实一些就非常好。从

这一点说来，《沁水县志初稿》体现出的良史传统，可以为后世修志提供诸多有

益的借鉴。如果这样的话，对《沁水县志初稿》进行整理，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应

当是尊重原著，保持它的时代特点。

于是，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参阅当今相关出版物的通例，我在对《沁水县志

初稿》进行整理时，按照所谓“近代古籍”的整理规范，参照现代出版物的出版要

求，遵循“尊重原著，适当修改”的原则，对《沁水县志初稿》进行了系统规范整

理，既不损害《沁水县志初稿》原著原貌的时代风格，又使它符合现代出版物的

规范要求，也使它能够适宜现代社会读者的阅读习惯，为沁水文史工作者提供

一部可供借鉴、研究的《沁水县志初稿》。

《沁水县志初稿》的整理，还遗留有许多未能解决而不知其可的问题，错误

的地方也在所难免。我们只是基本上按照《沁水县志初稿》原著原貌，将其整理

而呈现于读者面前，我们自然欢迎关心沁水历史、关注《沁水县志初稿》的读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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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家，如果发现了其中的错误，谨请通过各种渠道转告我，我会虚心接受，以

期将来再有机会对这部新发现的《沁水县志初稿》修订时，可以吸收这些意见。

我们共同把《沁水县志初稿》整理得更加完善。

8

田同旭

2009年国庆节于山西大学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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