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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崇信县志》编纂委员会全体人员，殚精竭虑，艰辛笔耕，历时八载，终于使

《崇信县志》问世。这是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新的观点、新的材

料、新的方法编纂而成的社会主义新县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壮

举，必将为崇信施政决策、经济腾飞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

‘崇信得名于唐贞元四年(768)。建县于宋建隆四年(963)。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本世纪20

年代后，崇信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三座大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抗争，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淳朴的崇信人民为了抵御外来侵略，求得自

身彻底解放，紧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踊跃参军参战，捐粮捐草，支

援前线，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崇信人民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以极大的热情投身

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使崇信旧貌换新颜。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全县人民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沿着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农业连年丰收，工业迅速增长，各项社会事业

蓬勃发展。百业兴旺，脱贫致富，政治安定，政通人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新型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

地方志编纂工作十分重视，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大力提倡编

修新志：。文化大革命’’期间，方志被视为“四旧"，横遭浩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编修新志被重新列入议事日程。盛世修志，适逢其时。这是时代赋于我

们的使命，也是全县人民的重托。

地方志是一种“辅治之书’’，“天子明目达聪之助，以扶大一统之治"。编修社

会主义新县志，是承上启下，彰往昭来，资治当今，垂范后世的千秋大业；是存史

料，储信息，备咨询，供决策，作教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的百科全书、科学文献；是认识崇信，治理崇信，振兴崇信的珍贵资料。

1．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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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县志可从其记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引出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和

规戒，为我所用。崇信建县已有1000多年，而人类生息则早于新石器时代。在这

漫长的岁月里，崇信人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中，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览新编县志，既可概见崇信历史

和现状之全貌，也可鉴察以往工作之得失。是各级领导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

的一面镜子。 ．

。

新编县志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翔实的历史资料。随着人类的进

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县志作为一种信史、传世之史，在改

革开放的今天，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活动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智囊参谋作用。

所以，把历史资料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系统地加以搜集、整理、记载，

不仅为后代积累资料，更重要的是服务于当今。一册在手，有助于我们对县情的

了解，从实际出发，兴利除弊，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提高效益，加快经济建设的步

伐。．。 ．，

新编县志是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爱祖国、爱家乡和优良传统教育的生动教

材。崇信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人才辈出。历史上既有除暴安良的英雄壮举，又有

仗义执言的仁人义士。彰其盛事，志其业绩，载其历史，记其嬗变。读来使人去恶

而趋善，舍邪而就正，鼓舞人们为家乡、为祖国建功立业。

纵观全书，取史料之精要，摒宠赞之浮言，表一方之风物，昭百世之是非。前

彰祖先之迹，后励子孙之志。可谓开卷鉴古知今。祝愿崇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以新编县志为鉴，继往开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同心同德，开拓前进，

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业绩，无愧于前人，而载入新的史册。

’兹值新志出版，受编纂委员会之托，欣然命笔，为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

表示钦佩，为《崇信县志》编纂成功表示祝贺。

I，

中国共产党崇信县委员会书记孟沛然

199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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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民值得庆贺!

我有幸代表崇信县人民政府主持编修《崇信县志》，深感责任重大。我虽生长

和工作在崇信，对这里的山水民俗、往事贤达，铭刻在心，没齿不忘，但因时间和

精力所限，既不能与编修人员胼胝切磋，更不能做到事必躬亲，仅就制定规划、审

定稿件以及协调关系、筹措经费等方面略尽其职。全体编修人员呕心沥血，不以

条件差、经费缺、人手少、水平有限为难，不以走南闯北、四处奔波，广涉史海为

艰，不以寒冬摇笔、酷暑伏案、日夜笔耕为苦，付出了艰辛劳动。特别是主编选材

撰次，独手通纂，数番增删，字酌句斟，倾注了不少心血。各有关部门和关心支持

这一工作的各界同仁通力合作，积极配合，众人动手，方脱志稿。
。

编史修志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自明代以来，崇信曾八次修志，七次成书，

但多散佚。现仅存清顺治、光绪年间和民国15年编纂的县志部分卷本。旧县志

虽对县内舆地、人文、政事有所记载，保存了部分珍贵史料，其信史之绩、翰墨之

功应予肯定，然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辑著中辄有重人文轻经济、重官宦轻民

众和粗陋不全、溢美阿谀、封建迷信之弊，褒贬亦非公允，其实用价值有限。

新县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隐恶，不溢美，寓褒贬于记事

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融为一体，自成县之百科全

书。

新县志围绕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

动力这条主线，记述了千百年来崇信人民以无穷的智慧和顽强的精神，同历代反

动统治阶级和外来侵略者牺牲奋斗，促进新的生产力的产生和生产关系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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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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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问

巨

篇

导

横

考

正

时势之左右，不受学力之制约者。书中不足之处一定在所难免。望同仁及后来者

评其识见，判其取舍，论其繁简，正其讹误。一

愿全县人民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步伐，朝着宏伟的目标奋勇前进!：
” ?

‘

_【‘： ，I i ：-。

崇信县人民政府县长刘登堂 ，+

÷

’

71992年7月



凡 例

?凡 、．例

一、《崇信县志》为贯通古今的社会主义新县志，上溯按历史资料有远有近，

下限断至1990年底。 、

二、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今详古略，独详概略。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门

类，纵写史实。

三、以专业为章，以项目为节，以记事为目。一般为章、节、目三层。若章、节、

目间内容交错，则穿插互见，此详彼略。

四、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表述体裁采用述、记、传、表、图、录。大事记采

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
”

五、文字采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引用选录古籍及古人名时，沿用繁体

字，按原写法书写，有疑问的字、词注以(?)号示疑，缺字用“口"号充其位置。标点

符号按常用标准用法使用。

六、所记地域范围，以崇信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置领辖区域为限，辖域伸缩，记

事相应。

七、所用文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各单位提供的材料、历史文献和口碑资

料，编纂时不注明出处；各项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的数据，个别则采用有关单

位核实的数字。

八、凡历史朝代，一般沿用当时习惯通称，括号内加注公元年份，省。公元"

“年"字，公元前纪年加“前’’字。清代及以前年代用汉字表示，民国及后用阿拉伯

数字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及历代政权、职官，均

依当时称谓。

九、凡表示数量的，除引文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

门名称和表达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年、月、日公历用阿拉伯数字，农历用

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十、历代度量衡及货币单位，一律依当时通用的单位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使用国家规定的现行计量及货币单位，并用中文全称。

十一、人物入志以崇信籍人物为主，近现代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传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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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收有影响、贡献大者；记为副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高级

知识分子、省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模范和革命烈士、历代名人。有关章节已有

名录表的，人物章中不再重记。

十二、。解放前后一指1949年7月26日崇信县解放前后。凡“50年代舢80年

代一之类，均以本世纪即20世纪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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