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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文史资料全编·甲集》（上、下）是政协北京市房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

《房山文史资料》一至十六辑的合编本。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既是一项以史为鉴、团结育人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又是一

项存史资政、惠及后人的文化建设事业。其任务是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

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强调“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是人民政

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个显著特征。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征集研究活动，是周恩来总理在 1959 年 4 月 29 日的全国政协茶

话会上亲自倡导的。会上，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

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记载下来”，“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为

此，他号召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都能把自己的“三亲”史料留给后代，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此后，全国各级政协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文史工作机构，积极开展了对近现代史资料的征集、

研究、编辑和出版工作。 

位于首都西南的房山，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北京人”发祥地周口店、“佛教圣地”云

居寺，处处彰显着人类文明的辉煌；霍原、乐毅、静琬、贾岛、高克恭，众若星辰的名公圣

儒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建国以来，房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

艰苦的探索，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辉煌的成就鼓

舞人心、凝聚人心，宝贵的经验教训更是一笔难得的财富。为给后人留下一份永久的记录，

区政协一直把挖掘、抢救、整理区内古往今来、各行各业的历史材料作为一项持久的日常工

作来抓，并通过编印文史资料等形式，对房山的历史进行着认真的总结。 

在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中，我们始终遵循着以下几条原则： 

一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爱国为标准，这是人民政协开展文史资料研究活动的大方向，

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贯彻落实到各个环节；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反映事实的真实

面貌；三是正反两方面的史料都要征集，两面都征集，才叫历史，才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

解历史；四是只要求作者提供史料，不强求作者观点正确。征集文史资料，贵在提供史料，

历史资料不等于历史评论，只有首先占有真实的资料，才有可能研究历史，得出正确的历史

观点；五是注意社会效益。文史资料征集是一项政治性强、责任重大的社会政治活动，必须

严肃对待，不能猎奇，不能追求低级趣味；六是通过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广征

博集。 

自 1987 年至今，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共编印《房山文史资料》十六辑，逾二百万字，

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日益受到广

大政协委员和区内外社会各界的重视。 

盛世修典。实践证明，人民政协开展文史资料征集研究活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房山文史资料》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

肯定。经常有热心的读者来咨询、查找、提供、撰写相关资料；许多离退休老干部、文史爱

好者把能收集到整套的《资料》视为最大的乐事。但是，由于出版时间较长、印数有限等诸

多原因，各辑《资料》日渐稀少，极不易收集。为此，今年春天，四届区政协决定组织力量，

对已行世的一至十六辑《资料》进行重新整理校订，精印为《房山文史资料全编·甲集》。现



在，经过本书编委会及全体编辑人员一年的共同努力，这项工作终于如期完成了。 

《全编》作为《资料》的合编本，收集了十六辑的全部资料，所含内容上起五十万年前，

下迄“文革”时期，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房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许多领域的真实变化，披露了

许多鲜为人知的富有价值的珍贵资料。可以说，《全编》是一部极富保存价值的房山史料集

成。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在阅读书中的某些史料时，应考虑到作者当时的身份、背景，对史

实的了解和认识，以至个人的立场、感情等因素可能产生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阅读中加以

认真鉴别、考证，才能做出客观科学的分析和判断。 

读者朋友，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摆在您面前的这册《房山文史

资料全编》还只是个“甲集”，以后，还会有“乙集”、“丙集”与您见面的。 

李瑞环同志在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题词中写道：“了解历史，研究现状，

开创未来”，这也是我们编辑《房山文史资料》及出版印行《房山文史资料全编》的目的。 

谨为序。 

 

 

游 来 柱 

2003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