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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趴庐，扮挎

大城 ， 历史悠久 ， 地灵人杰 ， 文明 早昌 。浓郁 的燕赵文化积淀，宏

大的历史舞台 ， 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儿女 ， 仅七品以上职衔人物就

达三百余人。古代 ， <<隋史》的王伽 、 《宋史》的张晖、 《新元史》的

王守信、 《明史》的梁材、 《清史稿》的刘模 ， 名贤代代相传。近代 ，

斯地可谓 " 行伍之乡 " 走出了张绍曾、张学良、商震等三十余位著名

将领。当代 ， 更是人才辈出 : 军界有百岁名将孙毅、智勇双全孙勇等十

余名将军 ; 政界有郭力、申健、王常柏等十多位省部级领导 ; 艺术界有

"话剧皇后"叶子、书画名家史国良、王厚祥;科技、教育、文化界 ，

活跃于全国各地之高级知识分子三百余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春岩便是

杰出代表。

政协大城县委员会编篡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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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古邑大城，历史悠久，物宝天华，人杰地灵 。 这方颇具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美德的土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风流人

物，在两千五百年辉煌的建邑史册上，描绘了美丽的画卷，谱

写了华丽的篇章 。

大城，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养育了勤劳智慧的人民。无

论是古代，还是革命战争年代，抑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素有

光荣传统的大城，都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杰出人物，他们或

为国家振兴、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或为桑梓的发展和建设，

贡献了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其伟绩和美名彪炳史册:他们为

家乡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无数后来者奋发图强、建

功立业 。

今天的大城更是人才辈出，声誉日隆，遍布全国，广涉各

行各业，成为经济文化建设的精英、社会进步的中坚、国家振

兴的栋梁，代表着大城的良好形象，展现着千年古邑的精神风

貌 。 我为大城这方钟灵毓秀的热土哺育出如此众多的优秀儿女

而由衷地自 豪。

本书共收录大城(含在大城任职的外籍人物)从古至今的

知名人士、各行各业的先进代表328人，其中有古代的廉臣循

吏，近代的英雄儿女，当代的党政军领导、各行各业的杰出人

才，以及做出突出贡献的普通人物 。 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

同领域，展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卓越才干，创建了无愧于时

代的光辉业绩，集中体现了大城人民的大率勇敢、勤劳智慧、

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他们是大城儿女

的杰出代表，是大城人民的骄傲，永远值得我们深深地敬仰，

是每一个大城人学习的楷模 。

研究和宣传家乡历史名人，就是通过对历史名人资源的搜

集提炼和挖掘开发，可以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充实当代人文精

神;介绍和讴歌家乡当代名人，就是激励我们励精图治、厚德



载物、奋发有为地投身当今改革和现代化建设 。 研究和宣传家

乡历史名人，可以帮助我们系统总结家乡历史文化成果，充分

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本地先进文化，不断

丰富和充实国家文化宝库:介绍和讴歌家乡当代名人，可以帮

助我们进一步树立人才是第一宝贵资源的观念，加快实施人才

强县战略，深化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等机制创新，形成人尽

其才、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促进大城振兴、强县富民 。

《大城人物志》 一书，是大城文化建设领域的又一重要成

就。该书的编辑出版，必将极大地激发家乡人民团结奋斗、矢

志创业的热情和信心，也必将为建设大城"产业高地、经济强

县、文化名城、绿色家园"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

《大城人物志》苔萃人物之多，内容之翔实，在大城史无

前例。翻阅此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大城群星璀灿的

历史画卷， 一本大城古今风流人物的史册， 一部大城的历史发

展简史。感之奋之，特为之序。

依林
2015年12月



序二

为了更全面、翔实、重点突出地反映大城人才济济的历史

风貌，大力弘扬大城仁人志士的光辉业绩，激励全县人民团结

奋斗、共创伟业，助推我县"文化名城"建设，县政协组织有

关人员，历时三年多，编辑完成了这部系统全面反映大城人物

的《大城人物志》。该书35万字，收录古今大城人物328名，

旨在宣传大城、介绍大城，打造大城县深厚文化底蕴的地域

"名片" 。

文史资料工作作为政协一项富有统战和政协特色的重要工

作，得到了历届县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岁积月累，建立起了

一支稳定、事业心强、有深厚写作功底的文史资料征集员队

伍，广大文史工作者凭着对家乡的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致力

于大城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内做出杰出贡献或产生相当影

响的人物的研究，挖掘和整理大城籍知名人士的有关资料。正

是由于他们积极投身写作，为大城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历史记

录。继《百岁名将孙毅》、 《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一一郭力》、 《大城文化艺术志》、 《大城史话》几本专著相

继出版之后， <<大城人物志》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政协八届委员会自换届以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大城知

名人物资料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整理。为保证此项工作能够扎实

有效进行，我们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县政协各位主席共同负

责，并聘请六届县政协主席李思进同志任顾问，由县政协委

员、文史资料征集员杨馨远主笔，同时配备了专业的编写队

伍 。 该书所录人物从古至今，时间跨度很大，有很大一部分人

物或生活在古代，或是长期在外地学习工作，人物资料信息的

搜集整理工作难度非常大。编委会分成若干小组，奔赴各地图

书馆、地方志办公室，查阅资料，寻找线索:捕古推今，傍征

博引，走访当事人或其亲戚、朋友、同事，积累了较为详尽的

资料信息:进行人物的专访和专题研讨，利用报纸和电视面向



社会广泛征集人物线索，可谓是全面深入开展工作，不留死

角。

《大城人物志》历经三年的时间，终于付梓成书。该书的

编辑出版得到了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县委书记

许春声同志、县长侯贵松同志亲自为该书题词，并提出一定要

将该书编篡好的殷切希望。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也对该书给

予了热忱关心与支持，积极参与线索提供、资料收集和稿件编

写工作;文史资料征集员们更是通力合作，夜以继日， 一丝不

苟，无私奉献。在此， 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三年来，我们历尽艰辛、遍访全国，对资料反复核实、研

究整合，终成目前规模。但由于该书编篡工程浩大、内容涉及

面广，加之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对人物取舍、收集和对人物生

平事迹的阐述等方面难免会有考虑不周和编写疏漏之处，敬请

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力求使本书更为充实、完善，以便再版时修

订提高。 相信该书在大家的关怀和帮助下，定会去粗取精，使它

的生命力会越来越增强。

"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是政协文史工作的社会功

能，也是本书出版的意义所在。大城从西汉元年置县至今，历

经风雨两千年，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大城人才辈出。杰出

人物不仅在所处时代对历史做出了贡献，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大城正处在建设"产业高地、经济强

县、文化名城、绿色家园"新的发展时期，我们要在县委的坚

强领导下，认真落实省委"创新、转型、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协同发展、转型升级、创新驱动、跨

越突破，为开创全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局

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张宝华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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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大城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历代人才辈出，灿若星河，

青史有传者有隋代循吏王伽、宋代名将张晖、元代名将王守信、明

代户部尚书梁材、清代刑部尚书刘槌等。其中，清光绪县志收录人

物 140余人 1995年版县志收录人物45人 2011年版县志收录人物

33人;一中校志收录人物100余人;文化艺术志收录人物51人(以上

收录人物多有重复)。为了更全面、详实、重点突出地反映出大城

县人才济济的历史风貌，县政协编辑出版《大城人物志)) ，旨在 宣

传大城、介绍大城，打造大城县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域"名片"以

增强大城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大城人民发展经济、建设家

乡的热情和信心。

《大城人物志》全书 35万余字 ， 采用志书体例 ，遵循秉笔直书、

忠实记录的原则 ，如实反映所录人物的成长经历、主要事迹与成

就，基本上不评说、不褒贬，客观公正。

收录人物标准 : 军政界人物，逝者为地、师级以上人物;生者

为副部、少将的离退休同志。文化、科技界人物，为正教授以上职

称。在大城任职人物 ， 仅收四大班子正职。人物排列顺序:逝者，

以人物卒年为序 ;生者， 以人物出生时间为序。人物着墨 ，根据搜

集的资料有丰有简。

本志共收录古今大城人物328名，即从正史的《隋书》始，选编

至当代的杰出人物，分为9章:政治人物53人，军事人物52人，文化

艺术人物60人，科学技术人物40人，英烈人物36人，劳动模范人物

9人，社会贤达人物20人，其他人物15人，在大城任职人物43人。

通过努力，共收录符合上述标准的328名人物合编一册。现编写

工作暂告一段落，因我们水平能力有限，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各

界人士提供线索、建议和批评，为以后续书作更好地准备。

编者

2015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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