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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石家庄通史》总序

车 俊

按照石家庄市文化建设 “十一五规划”，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和市社会科学院

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编写了 《石家庄通史》，这是省会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

石家庄是久经耕耘的文明古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优秀的历史遗产，丰

厚的文化积淀，众多的历史名人，为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石家庄是一片英雄的土

地，近现代以来，经过了革命的洗礼。这里是建党很早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浴血奋战，夺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西柏坡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新中国从这里走

来。这里还是发展的热土，新中国成立后，勤劳、智慧的石家庄人民艰苦创业，奋发

图强，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推进城市化不仅需要现代化

的基础设施，更需要丰饶的文化绿洲，留下岁月的记忆，回首往日的丰碑，使文明成

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目前国内许多城市都出版历史专著，现在，我们也有了自己

的通史，填补了省会文化建设的一项空白，这对于更好地研究城市发展的轨迹，鉴往

知今、开辟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历史文化传承工程，需要严谨认真的学术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本书

编撰者多是功底深厚的地方历史学专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一系列

的专著，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为通史编撰准备了充分的史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完稿

后又请本书编审委员会的国家级知名专家进行了审阅和论证，做到精益求精、更具权

威性。通史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石家庄从古至今的历史文脉，全景式地揭示了不同历

史时期石家庄的发展状况和特点，为加强爱祖国、爱家乡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材，为

石家庄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伴随着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石家庄进入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时期，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创造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温故而知新。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优秀历

史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通过传媒网络等信息传播工具，让人们了解石家庄人民为了

推动历史前进、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奋斗历程，特别是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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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石家庄人民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所做的历史贡献。要加强对外宣传，让更多的人

知道石家庄的历史文化底蕴，提高这座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要大力弘扬自强不

息、百折不挠、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不断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提升城市的文化品

位。让我们继往开来，团结奋斗，科学发展，再创辉煌，实现文化强市目标，为建设

繁华舒适、现代一流的省会城市而努力奋斗。

2010 年 4 月

( 作者为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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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通史》总前言

孙万勇

我市作为河北省省会，之前还没有一部准确系统反映石家庄全貌的权威地方通

史，在全市人民建设繁华舒适、现代一流省会城市的今天，填补这项空白正逢其时。

由此，市委宣传部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三卷本 《石家庄通史》，这是我市文化建

设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是一件有益当代、利及千秋的大事。

《石家庄通史》全书一百余万字，涵盖了石家庄从古至今的历史内容，清晰地反

映了石家庄厚重的文化底蕴。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试图全面

准确地展示石家庄历史的全貌，勾划出石家庄历史发展的轮廓，同时在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在最大范围内研究整理历史资料，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内

容翔实、雅俗共赏的学习读本; 为专家学者提供一套权威准确、资料丰富的查阅工

具。同时也希望这套书在宣传普及石家庄历史、展现石家庄历史文化方面发挥更大的

作用，从而促进石家庄各项事业的发展。

《石家庄通史》编写工作从 2007 年正式开始。全套书分为古代卷、近现代卷、

当代卷。古代卷由市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勇担任主编，记述从原始社会

到 1840 年间的历史; 近现代卷由河北省政协 《文史精华》杂志主编石玉新担任主

编，记述从 1840 年到 1947 年 11 月 12 日石家庄解放之间的历史; 当代卷由市社会科

学院院长肖力担任主编，记述从石家庄解放以来的历史。每卷虽然时间跨度相差很

大，但字数大体相当，体现了详略得当、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编写 《石家

庄通史》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在编写过程中，作者们以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

态度，多方寻找史料，多角度研究探讨，多次充分论证，统一思想，统一要求，分阶

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工作。

《石家庄通史》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全国知名史

学专家的关注和指导。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车俊为之作序，市委副书记、市长艾文

礼同志也对相关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中国中共党史

学会秘书长刘益涛、北京大学教授李孝聪、复旦大学教授张晓虹审阅了书稿，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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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意见，并对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论证了出版发行的可行性; 市委宣传部多次召

开会议专题研讨《石家庄通史》的编辑出版问题，确定了该书的指导思想、编写原

则等，对许多章节提出明确要求，进行了详细策划，对书稿内容进行了把关，提出了

具体修改意见。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各县

( 市) 区委宣传部、市文物局、市文保所等地方和单位给予了大力合作，提供了诸多

方便，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01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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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概况

石家庄是河北省省会，是环渤海地区和京津冀都市圈的重要中心城市之一。地处

京畿重地，燕赵故里，东临渤海，西倚太行，北承京津，南接中原，素有 “南北通

衢、燕晋咽喉”之称。距北京 283 公里。现辖 6 区 17 县 ( 市) 和 1 个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即长安区、桥东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矿区; 辛集市、藁城

市、晋州市、新乐市、鹿泉市; 正定县、栾城县、井陉县、无极县、深泽县、行唐

县、灵寿县、平山县、赵县、元氏县、高邑县、赞皇县。总面积 1. 58 万平方公里，

2009 年末，总人口 983 万人。其中，市区面积 456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182 平方公

里，人口 242. 8 万。2009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110 亿元，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310. 25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307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5977 元。
石家庄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中纬度欧亚大陆东缘，位于北纬 37°27' ～ 38°47'，东

经 113°30' ～ 115°20'之间，市域跨太行山地和华北平原两大地貌单元，地势西高东

低，西依巍巍太行山脉，山川广袤、景色秀美; 东扼莽莽华北平原，地域广阔、丰腴

富饶; 滹沱河、沙河、磁河等 7 条河流穿市域而过。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夏冬季长，春秋季短，寒暑温差大，干湿期明显，年平均气温 13. 6℃，

年平均降水 492 毫米，年平均日照 1909 小时左右，无霜期 200 天左右。
石家庄交通通讯便利。域内现有京广、石太、石德、朔黄 4 条国有铁路干线，京

昆、京港澳、石黄、青银高速公路和 107、207、307、308 国道以及 21 条省道、48 条

县道纵横交错。石家庄火车站是全国特等站之一，也是全国三大货车编组站之一，随

着高铁时代的到来，将形成省际城市 “一小时交通圈”。石家庄机场开通 40 多条国

内外航线，石家庄内陆港具有国家二类口岸功能。邮政通讯发达，是全国四大邮件处

理中心之一和北京以南地区电讯网络的重要枢纽，互联网络覆盖全市。
石家庄自然资源丰富。全市境内已探明的矿藏有 59 种。能源矿产主要有煤、石

油、地热、天然气; 金属矿产主要有金、铁、铝土矿等; 非金属矿产主要有石灰岩、
白云石、花岗岩等。生物资源丰富，已知陆栖脊椎动物 223 种; 国家珍稀动物金钱

豹、斑羚、褐马鸡、天鹅也有分布。全市现已查明的植物资源有 2500 余种，其中药

用植物 230 余种。土地资源类型多样，分为西部太行山林木地区、中部山麓平原建设

用地地区和东部平原农业地区三个分区。全市林地面积达到 653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

率达到 28. 67%。
石家庄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大地人类文明发祥较早的地区之一，历史悠

久、人文荟萃。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是先商发源地。有井陉

东元村、藁城台西村、古中山国、秦皇古驿道等众多人类文化遗址。赵州桥、隆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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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柏林禅寺、毗卢寺等物质文化遗产和石家庄丝弦、常山战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闻

名天下。伏羲台等众多寺观庙宇，澄灵塔、龙藏寺碑等名塔名碑，反映了历史文化的

厚重。涌现出赵佗、赵云、魏征、赵南星等一批古代历史名人和安娥、公木、曹火星

等一批革命文化名人，构成了灿烂的历史星空。
石家庄是英雄的土地。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石家庄就兴起了工人运

动。抗日战争期间，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斗争，是 “百团大战”的主战场。1947
年 11 月 12 日，石家庄解放，是全国解放最早的较大城市之一，我党在这里建立第一

个城市政权。1948 年 5 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建立

我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领导了土地改革，指挥了 “三大战役”，召开了七

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好了思想、组织等方面的准备。提出了 “两个务必”
的著名论断，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
第一张人民日报，多项事业从这里起步，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石家庄文化建设成果丰硕。公共文化服务日趋完善，建有河北艺术中心、省市图

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塔、市广电大厦、裕彤体育场等大型文化体育设施，形成市

县乡村四级文化体系，广播电视信息网络遍布全市。燕赵讲坛、彩色周末等群众文化

活动丰富多彩。文化精品硕果累累，屡获全国大奖。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每两年举办

一次。报纸广播电视等数字化步伐加快，现代传媒迅速发展。石家庄是国家动漫产业

基地，原创作品在央视播出，每年举办中国石家庄国际动漫博览交易会，形成动漫衍

生品生产和销售基地。井陉拉花、藁城宫灯、无极剪纸等深受国内外欢迎。文化市场

日趋活跃和兴旺。石家庄是科教兴市先进城市，在半导体、卫星通信、测控技术、生

物医药开发等领域处于全国先进水平。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资源位在北京、天津之

后，居中国北方城市第三名。
石家庄工业基础雄厚。建国以来，经过艰苦创业，建立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

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石家庄工业经济飞速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国家级高新技

术开发区、五大产业基地、16 个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空间布局，生物医药、装备制造、
石油化工、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是全国最大

的医药工业基地和重要的纺织基地之一，是国家确定的首批生物基地和半导体照明产

业基地。
石家庄是北方农业大市。现有耕地 831. 4 万亩，是全国粮、菜、肉、蛋、果主产

区之一，初步形成了优质专用麦、药饲用玉米、大枣、林果、奶业、禽蛋、瘦肉型

猪、无公害蔬菜等 8 个主导产业。被国家确定为优质小麦生产基地，优质高产小麦产

量居全国首位，素有“北方粮仓”之称。优势集群农业、高效特色生态农业、现代

都市农业发展迅速，农业产业化率达到 61. 2%，畜牧业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半壁

江山。
石家庄商贸经济发达。20 世纪初叶，就是通燕赵、连三晋的货物集散地，素有

“日进斗金旱码头”之称。改革开放以来，商贸流通迅猛发展，现有各类商品交易市

场 690 个，年市场成交额达到 1616 亿元，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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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集贸、南三条市场连续多年名列全国消费品市场十强，桥西蔬菜批发市场位居全

国十大农产品市场。现代物流、电子商务、连锁经营、大型超市等发展迅速。
石家庄旅游资源众多。石家庄山川秀美，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园林城市。全市

现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5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41 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 3 处，国家级地质公园 2 处，国家 4A 级景区 15 处，A 级以上景区 21 处，“红绿古

新”各具特色。以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为标志的红色旅游，以苍岩山、嶂石岩、驼

梁等为标志的绿色旅游，以历史文化名城正定、赵州桥为标志的古文化旅游，以省会

商业购物和生态园林为标志的新都市旅游吸引了众多游人。
石家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20 世纪初，城市随京汉铁路 ( 今京广铁路) 和正太

铁路 ( 今石太铁路) 相继修建交汇而兴起。1925 年设市，城区逐步发展。建国后，

城市建设全面展开，旧貌变新颜。1968 年成为河北省省会。近年来，城镇建设突飞

猛进，植物园、月季园、许多城市广场建成投用，供暖、供水、公交等基础设施完

备，城市道路交通体系四通八达，一批标志性建筑展示城市形象。省会环境综合治

理、滹沱河综合整治、环城水系和森林城市建设等成效显著，营造了天蓝、地绿、水

清、气爽的良好生态环境。确定了省会北跨滹沱河发展战略，一座 “低碳、生态、
智慧”之城将在滹沱河北岸、毗邻正定古城崛起。

昨天的石家庄，创造了璀璨的历史文明; 今天的石家庄，正沿着科学发展的康庄

大道，加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的步伐，倾力打造京津冀都市圈第三极，努力建设繁

华舒适、现代一流的省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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