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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托克托县志》在当地党政的重视和关怀下，用了不到四年的工

夫写了出来。可以说是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它对托县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将起积极的作用。

在我年逾古稀之时能够看到家乡第一部县志，感到由衷的高兴。

托县自战国建云中城起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但没有自己的县

志。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六四年虽然曾有两次编写县志的尝试，终因

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从这一点来说，今天写出的这部县志就更为难能

可贵了。

从全书看来，这部县志在编写中注意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

“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注意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

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尊重史实，勇于探索，严肃考证，修志精神

是可取的。闯后觉得内容翔实全面，文图并茂，立论公允，有地区特

点。

当然，由于这部县志是在没有经验，没有旧志可以资鉴的情况下

写成的，因此，无论在史料的取舍上，人物与事件的评价上，以及在

其它方面不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外，有待在今后的修志中加以解决。

托县同志要我为《托克托县志》作序，苏谦益同志亦从中为力，

致函敦促，写以上话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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