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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来新夏

晋县地处冀中平原，为京畿要冲，自成吉思汗十年(1215)置晋州始，至

今垂七百余年，物阜地丰，代有名流，而文献之征存，尤称繁富。其见于明人

著录而久佚者有《晋州图志》及《晋州志》两种。明清各有州志三，清复有乡

土志之作。民国以降，修有《晋县志》及《晋县志料》二种。今兹盏世修志，

晋县亦勇于其事，于1985年始事，历时七载，至1992年完成初稿，复经周爰

咨谋，细加修订，乃于1993年初竣事，成《晋县志》"编，都百余万字，亦可

称巨帙矣。

篇章结构为志书之筋骨，《晋县志》虽成书较晚，而前有可资参考之已成诸

志，乃斟酌损益，采明设药编，暗分八大类之编制。明设暗分之法，清代学者

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将所藏直接分为J『2类，而暗中仍归属于四部，当可

称先声。当代修志采小编者大都可按大类归属，而能揭示明设暗分之说者，惟

《晋县志》尔。如此，或可息大编、小编之争议矣。

史志二体，历来多有争论，而史志之相异，端在编撰体例，论述方法及行

文风格之有所区别，非关乎体裁若何。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皆可用于

史志，要在便于表达而已。《晋县志》以记志为经纬，设传以知人论世，图表随

文，收并茂互补之效，录则储存文献，作存史备征之需，于是一县之古今纵

横，莫不得诸体之用而表述之。有司百姓一展卷而县情皆具。此新志之有功当

代而利溉后世也。

志书以资料为基础而出之以论述。新志之始修，即以使用新资料为要务之

一。所谓新资料者，一则挖掘既往旧史料之遗落者，设有所得，可为宏观论述

增色；二则保存新事物之新资料，则非微观刻划，不能奏其功。《晋县志》有识

于此，既重视宏观描述，复不忽略微观刻划，而尤注重记录新事物之新资料，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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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农作物之播种时间，农机队伍之技术培训、畜牧中之饲草饲料、城市建设

中之拆迁、环境保护中之生活垃圾处理、商业中之废旧物资回收、劳动中之劳

动仲裁、教育中之特殊教育、体育中之伤残人体育等等r学于志中有所体现。

此类记述，貌若平淡无奇，而传之后世则续修志书者，有所依傍，而免搜求之

苦，嘉惠后来，莫此为甚。 ．

十年修志，艰苦备尝，而诸志多缺论述方志专章，以我所经眼，独《晋县

志》有此专章，于历代所修州县志书之缘起、撰者、卷数、存佚、藏者均有所

记，俾世人知晋县文献之足征。所惜者于新志之修仅立一目，文字不足四行，

致使晋县志业及修志者之艰辛，掩没难见，似欠公正。或主其事者谦逊自守，

不自炫其能以免遭物议。识小遗大，似可不盟。若付梓前尚能增补，立专节叙

新志编纂始末，庶修志者之辛劳有所慰籍，而蛊世修志之伟业亦得彪炳史册。

《晋县志》成稿，校友中建国同志任事于晋州，乃力荐余作序。自思于该志

未尽寸劳，率尔操觚，置之卷首，妄自托大，未免愧然，而主编张喜聚同志已

携全稿七大册莅合，情真意挚，万难推却，遂受嘱从事，尽双旬之力，粗读全

稿，有所刍议，另纸寄供参考，乃撮其指要，略抒所见以为序。

一九九四年岁末于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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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11t成立后的第一部《晋县志》付梓问世，是全市人民一件大事，益当

代，惠子孙，可喜可贺I

昔州地处河北省中南部，西距省会卯公里，全境皆平原，土地肥沃，物产

丰富，有“粮棉仓，鸭梨乡”之美誉。
’

春秋时，白狄在县域建鼓国，后属晋国。战国时，县境设城邑下曲阳、昔

阳。西汉置县。元代设晋州，民国初改称晋县，1991年复改为晋州。州县皆因

古属晋国而得名。在2500余年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顽强、勇敢的晋州人

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祖祖辈辈，生息繁衍，艰辛劳作，英勇斗争，经历无

数苦难，百折不回，创造出雄浑壮丽的历史诗篇，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

故事。人民的英雄业绩，当永载史册。

晋州修志，始于明代。旧志虽说粗疏，但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资料。新

编《量县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全面系统记载晋县历史和现

状。在继承旧志传统基础上，刻意求新。甄别资料，反复考证，务求准确，运
●

用资料，贯通古今，详今略古。采用新观点、新体例、新方法，力求思想性、
，

科学性、资料性的高度统一。举凡晋县之建置、自然环境、人口、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民情、人物等等r无不备载。尤其详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晋县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历程。全志150余万言。可谓包罗万象。称之为晋州的

百科全书亦不为过。本书可为本市各级干部了解市情、科学决策，提供客观依

据，可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生动乡土教材；可为研究晋

州、开发晋州，提供翔实系统资料。知我晋州，爱我晋州，建设晋州，．是49万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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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州人民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当为之奋斗不息!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鉴古为观今，继往为开来。愿此书为晋州人民更好

地了解晋州过去、认识晋州今天、开创晋州未来尽一点绵薄之力。

此志问世，浸透着编纂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也与各方面通力合作密切相

关。在此，我们谨向所有编写人员和关心本志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晋州市委书记 许书文

晋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傅世武

1994年11月



凡 例·l·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实事求是记述本县历史和现状。

二、上限起自有准确文字记载时，下限1990年，个别事件断至脱稿之日。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诸体。述，置卷酋，概述晋

县历史与现状；记，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记本县大事要事，为全

书之经，志，分门别类记晋县建置、自然环境、人口、经济、政治、军事、文

化、民情等，系全书之纬；传，为县籍已故知名人物立传，兼收少量客籍和反

面人物，以生年为序排列；图，图片、照片部分集于卷首，部分随文，图文并
茂；表，全部随文，文表互补；录，将各志不能容纳而又有入志价值的资料集

为附录，列于有关编章之后。．、

四、坚持详今略古，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本县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光辉业绩。

五、依据县情采用暗分大类、实为小编的方法设志，暗设8大类，分设35

编，编下设章、节、目。各编章根据实际编写，不求平衡；按需要设无题小
序，不求划一，以揭示规律，彰明因果。

六、本志用现代汉语书面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简洁、严谨、朴实、

规范，言必有据，据事直书。

七、历次政治运动不单独设编，分别在《大事记》和有关专志中记述。

八、文中纪年，均按当时习惯书写，古代的书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
月、日为农历；中华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表中为节省文字直书公元纪年)，除

《大事记》外，每章、节内首次出现括注公元纪年，月、日为公历；括注中均省

略“公元’’和“年"字。1949年lO月1日后按公元纪年o“解放前(后)”以民国34

年(1945)9月3日晋县县城解放为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称“新中

国成立前(后)，，，或记具体时间。文中的20、30、50、60------年代均为20世纪
内的年代。

九，各时期机构、职务、地名等均记当时名称，用古地名一般括注今地

名。各种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括注简称，之后用简称。

十、文字、标点符号、数字、计量单位等用法均按国家有关规定。
十一、书中数字以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使用有关单位的数字。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有关档案馆(室)，正史、1日志、报刊书籍及口碑资

料，经考证鉴别后使用。一般不注明出处。

侈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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