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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明万历七年(1 579)，知县杨楫初修《金乡县志》(佚失)；

清康熙五十一年(1 71 2)知县沈渊，乾隆三十三年(1 768)知县王天秀、同治元年(1 862)

乡绅李垒三修县志；民国二十五年(1936)再修《金乡县志>×草稿)。这些旧志，虽保存

下来一些可贵的历史资料，但重人文，轻经济，充满封建糟粕，严重歪曲历史。

新编《金乡县志》始修于1 983年，适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新的时代，需要以新的

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编修新的志书。鸦片战争后，勇敢、勤劳的金乡人民，

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紧跟党中央部署，把工作重

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各项事业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呈现一片繁

荣昌盛的景象。这段历史，既有如火如茶的斗争，轰轰烈烈的建设，也有令人难忘的曲

折，我们必须很好地给予总结，作为制订未来建设发展规划的借鉴和依据，作为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金乡县志办公室的同志们历经十年寒暑，呕心沥血，自甘寂寞，辛勤笔耕，大胆探

索，完成金乡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功不可没。新编《金乡县志》，突出地记述了中

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昭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真理；深刻地揭示了新，旧政权本质的区别，展示社会主义制度蓬勃的生命力；热情地

讴歌了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英雄业绩，肯定了人民群

众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也真实地记述了由于工作中的失误而造成的历

史曲折。因此，新编《金乡县志》是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鲜明、贯通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要想更快更好地建设金乡，首要的是认识金乡，研究金

乡。因此，我们要充分运用这部志书提供的大量信息资料，为我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新编《金乡县志》，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得到省，市和兄弟县、市、区业务部门及专

家、同行的大力支持，在《金乡县志》出版问世之际，我谨代表金乡县人民政府，表示诚挚

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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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

事求是地记载本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

二、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为主，图、表辅之。首置总述；中设'．。‘

专志21编；次为人物、附录；大事记殿后．专志分章、节、目记述，目题书黑体字，不标序7^

列符号；总述、人物、附录和大事记不入编序，不分章节。

三、总述，综叙县情，总摄全志；专志，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人物，分王杰生平、人物。

传略和革命烈士英名录；附录，辑存有关重要资料；大事记，记述夏朝至．下限年的大事、

要事．

四、断限原则上上起1840年，下讫1 990年，根据需要有的适当上溯。本着详今略

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史实，以突出时代特点。

五、采用现代汉语记述体，语言力求严谨、简洁、流畅。

六、入传人物以本籍为主、近代为主、正面为主，选取对社会进步起过积极作用的部

分古代人物入志，在本县工作而又在本县去世或牺牲的外籍人也予以立传，影响面较大

的少数历史罪人作附处理。生人不立传，其事迹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章

节。
’

‘’

，

4七，古代沿用朝代纪年，书以汉字，并用括号注明公元；中华民国元年始，一律采用

公元纪年。行文中。解放前(后．)”，通指1 948年8月金乡县解放以前(后)；。建国前

(后)”，通指1 949年1 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

4，

八、统计数据原则上以县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缺项部分，采用各工作部门的统计

数字。计量单位，以中国国际单位制推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

与符号方案(试行)》为准。 。’

’

．

九、历史朝代用通称。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当时的全称，加注简称。地名一般

用今名，用历史地名时注今名。 ’．

十、资料来自馆藏档案、报刊、正史、旧志、谱牒、专著，文物考古及当事人、知情人口

碑，经印证鉴别后入志，一般不注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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