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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张竹贤  男，汉族，1936年11月生于

隆化县郭家屯。1953年参加教育工作，曾

任郭家屯小学、郭家屯中学教导主任，郭

家屯中学校长，隆化县教委计财股长、工

会主席等职务。

自幼酷爱书法，临习颜、柳、赵诸

体，楷书基础较好，对王羲之、赵孟頫等

行草体有一定研究。参与编辑出版了《唐

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单字归类贴》。作品

在全国、省、市书法比赛中获奖。现为中

国老年书画学会理事，河北省书协会员。

中年研习创作诗、词、赋，作品发

表于《中华诗词》《燕赵诗词》《国风》

《承德电视报》《隆化诗词三百首》《夕

阳放歌》《新风杯全国诗词大赛作品集》

等。习作有《破壁诗稿》4集。

  夏  风  男，满族，

1957年5月生于隆化县郭家

屯。大学本科。中学高级教

师，承德市作家协会会员。

19 7 5年参加教育工

作，曾任郭家屯区总校校

长、郭家屯完全中学校

长、隆化县存瑞小学党支

部书记、隆化县第二中学

党总支书记。

曾主编学校德育丛书

《沿着董存瑞足迹前进》，

诗文发表于《乡土诗人》

《燕赵诗词》《国风》                                            

《社科界》《隆化诗歌三百

首》《夕阳放歌》等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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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河明珠 －郭家屯》编委会部分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赵喜臣   孙绍勤   金佩杰   肖汉卿   方文德   杨金罡   牛立学  
                                   郝福臣   张竹贤   赵炳锋   李广谋

后排左起：鲁东军   崔富军   张金岭   肖凤奎   李文新   张    学   王秀春  
前排左起：杨海军   夏    风   王新民   于景海   沈英利   黄守东   张树民

《滦河明珠 －郭家屯》部分编委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杨金罡   赵喜臣   郝福臣   张竹贤   方文德   李文新   宁玉兰 
后排左起：孙绍勤   肖汉卿   崔富军   鲁东军   夏    风   李广谋   张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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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发同编委人员合影

左起：鲁东军   夏    风   张竹贤   李德发   李文新

主编、副主编合影

左起：杨金罡   夏    风   张竹贤   李文新   鲁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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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滦河与小滦河交汇处，自此至渤海称为滦河

鸟瞰大滦河与小滦河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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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岭云海日出——摄于郭家屯省级森林公园黄花岭自然风景区

牛毛环林海——摄于郭家屯省级森林公园牛毛环森林避暑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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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谷之秋——摄于郭家屯省级森林公园南汤温泉休闲服务中心景区

灵泉——摄于郭家屯省级森林公园南汤温泉休闲服务中心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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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观音——摄于郭家屯省级森林公园北汤温泉休闲服务中心景区

窟窿山——摄于郭家屯省级森林公园北汤温泉休闲服务中心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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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烟袅袅郭家屯

雪润樱桃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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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映春山翠

郭家屯滦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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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郭家屯滦河北岸“北垃洞”旧石器时
期人类活动遗址两处

（上图）郭家屯林场出土金代
米黄釉黑花涡纹直领罐

（上图）郭家屯镇盆窑村出土的辽代泥质
蓖纹灰陶壶

（上图）郭家屯镇西屯后山出土石器
时代的多种石器

（上图）郭家屯镇小梁村瓦房自然村2012年
出土的宋至明代铜钱（部分）

（上图）汉代长城遗迹——摄于郭家屯北两公里处
由黄沙土夯制的墙体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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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屯镇大榆树沟烽火台

郭家屯镇下窝铺烽火台采集标本

郭家屯镇盆窑烽火台

郭家屯镇老东营东烽火台采集标本

郭家屯龙山遗址采集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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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屯镇政府新址

南瞰郭家屯（一）

南瞰郭家屯（二）



概  述

1

概  述

郭家屯地处燕山北部冀北山区南麓，属中生代中晚期地质构造，是燕山山脉与

七老图山脉交汇地带，地属华北古陆北缘。几十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10亿年

前，这里开始由海洋上升为陆地。7亿年前阴山山脉隆起形成山岭。1亿年前大兴安岭

的形成和7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影响了这里的地质构造和山体发育，构成了如今的山川

大势，形成高山、缓坡、台地、川地、盆地等多级地形。这一区域相对海拔近千米，

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多样，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年平均降水量约500毫米，有效积温

为2630℃，年平均气温8℃，无霜期约120天，属中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大陆性季风型

冀北山地气候。

郭家屯自然村坐落在东经117°09′、北纬41°57′交会处，平均海拔780米。

北接内蒙古高原，依燕秦长城要塞，南通明长城雄关。这里是大、小滦河交汇处，大

滦河发源于河北省北部坝上山区，现丰宁县大滩镇孤石村东南部小梁山南坡，小滦河

发源于内蒙古塞罕坝上老岭西麓，大滦河由西向东，小滦河由西北向东南在郭家屯交

汇为“滦河”，自此向东南奔流汇入渤海。郭家屯处于三川汇聚、六路通融的地理位

置，滦河孕育了历史文明的发展，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母亲河之一，汉、满、蒙、回等

多民族聚居在这里，自古以来政治、经济、文化活跃。

郭家屯滦河北岸山麓的“北砬洞”曾发现两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隆化县、丰宁县

出土文物证明，目前的郭家屯地域①有旧石器至夏商时期的人类生存遗址、遗迹。兴隆

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

上层文化曾先后在郭家屯及其周边演进，留下了先民们生活劳作的遗址、遗迹。这些

文化遗存成为滦河流域历史文化发展的实证和记录。通过对发掘出的文物考证检测表

明，距今约3万～1万年间，在郭家屯滦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就有了人的活动。以后的

岁月里，山戎曾傍山而居，东胡曾逐水而牧，匈奴南扰，鲜卑东伐，奚族人据此为故

土长达六七个世纪，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徙进徙出。

郭家屯地域，在夏、商、西周、春秋诸代，基本为山戎部落族群繁衍、生活或

控制活动区域。西周时期，成为燕（燕召公受封地政权）管辖下的山戎部族活动区。

战国初期至秦汉时期，为渔阳郡的属地，是战国时燕国与东胡交替占领地带。三国时

期，在名义上属于幽州渔阳郡辖区，乌桓族游牧于此地。西晋时就有的渔阳郡地为燕

王的幽州燕国封地。苻坚建立前秦后，消灭前燕，统一北方，郭家屯地域被划分在前

秦疆域幽州中部鲜卑宇文氏领辖地内。北魏时期，属于北魏安州广阳郡辖区内地，

大部分时间内属于北魏安州境内的州民杂居地或厍莫奚族游牧区。隋朝建立后，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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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在塞外沿长城一带屯田军垦，实行南民北移政策，使其相继定居在滦河、驿马图

河、伊逊河流域。郭家屯地域被辖于隋所设置的辽西诸郡奚王府境内。唐初，郭家屯

地域属于唐朝河北道饶乐都督府奚王府西省地内的奚族人活动区域。盛唐时期，作为

奚族领地，存在于（由河北道下属的幽州、营州都督或平卢、范阳节度使兼领或临制

下）安东都护府管辖的饶乐都督府辖区。中晚唐时仍作为奚族领地，存在于饶乐都督

府的奚王府西省地境内。至唐末以及“后梁”建立以后，随奚藩之地为契丹所控制。

五代十国时期，在更多的时间内属于契丹耶律氏政权辖地。辽代，属于契丹耶律氏政

权统辖下的奚地或辽朝国土，最后属于北安州兴化军、兴化县辖境以内。金代，郭家

屯地域属大定府北安州兴化军（治所在今隆化县城北），后为北京大定府兴州治下兴

化县地。自金祯佑三年（南宋嘉定八年、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被纳入蒙古族势力

范围以后，曾先后受辖于北京路、上都路，基本属于兴州辖地范围。元代初年，郭家

屯一带属于木榆卫所在地。自1215年被纳入蒙古族势力范围以后，曾先后受辖于北京

路、上都路，仍属于兴州辖地。明朝初期，郭家屯地域归属于北平都指挥司永平府宜

兴州或兴州卫地。洪武三年，改属北平都指挥司北平府宜兴州或兴州卫地。洪武四年

（1371年），朝廷废除燕山以北地区各州县，将顺宁（今宣化）、宜兴、兴州一带居

民全部迁往燕山以南（即今明长城一线以南区域）。隶属于北平府，今丰宁、隆化一

带（包括郭家屯）基本成为无人居住的军事禁区。从这时到清朝初年的300多年间，

郭家屯地域也同样成了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林木茂密的荒凉地带。万历元年（1573

年），蒙古察哈尔部进入了滦河中上游过渡地带的坝下地区（含郭家屯地域）活动。

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军事控制地，东起辽西，

西至甘肃洮水，分为8大营24部。从此，郭家屯地域又成为漠南蒙古察哈尔部大封建主

的领地。

后金天聪末年（1635年）至清雍正末年（1735年）的100年间，今郭家屯地域长期

成为清廷内属直辖领地。其中，在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推行以“户”（家庭）

为社会基本组织单位的保甲制，也称“牌甲制”。郭家屯也于顺治年间建立起了保甲

组织作为管理机构，因而有了郭家屯“在顺治年间建村”这一口头流传下来的信息。

康熙九年（1670年）一月，户部议复：古北等口外空闲之地，分拨八旗耕种。其中，

罗文峪外地，拨给正白旗（现郭家屯为中心的地域）……康熙十四年六月（1675年7

月），清军镇压并消灭了察哈尔亲王布尔尼反叛。圣祖玄烨钦命将察哈尔蒙古部众编

为内属察哈尔蒙古八旗，其中杀虎口东以郭家屯（今隆化县郭家屯）为中心的滦河流

域安置了东四旗的察哈尔蒙古正白旗，过着亦牧亦耕的生活，由驻京蒙古都统衙门和

理藩院兼管。雍正十年（1732年），在郭家屯建“营汛”以维护地方治安。乾隆元年

（1736年），建立“四旗厅”行政机构于土城子（现丰宁县凤山镇），下设郭家屯为

巡检司，并由兵部议准在郭家屯巡检司设置把总一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清

朝廷批准直隶总督周元礼奏议：改热河厅为承德府，改四旗厅为丰宁县。郭家屯属丰

宁县所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丰宁县设立巡警所5处，郭家屯巡警所为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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