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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

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需从热爱家乡开始。只有了解自己的

家乡，才能认同自己的家乡从而产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情怀。

我们的家乡是唐县。

唐县历史悠久。早在六七千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聚居活动，属

仰韶文化遗址。上古时期成为古唐侯尧之封地，是华夏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西汉置县，到现在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因此被誉为“千年

古县”。在中华历史的长河里，唐县一直奔流不息。

唐县文化灿烂。最初的唐尧文化开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之先河，

令后世所景仰。其后的中山文化、边塞文化、古北岳文化、唐河文化、

红色抗战文化等更是交相辉映、熠熠生辉。

唐县人杰地灵。孕育了千古圣君——尧帝、金朝状元石琚、元

朝天文学家王恂、明代清廉知县杨一桂，哺养了中共纪检工作的杰

出领导人王鹤寿，人民艺术家王尊三、王昆、田华等一大批优秀人物。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在这里战斗并以身殉职，长眠

于这片英雄的土地。

唐县山川秀美。滔滔唐河，百里画卷，两岸稻花香；巍巍古北岳，

壁立万仞，松海听涛声；弯弯清溪大石峪，金石碧水，奇潭飞瀑；

喀斯特地貌全胜峡、西胜沟，千姿百态，巧夺天工；另外，清虚耸翠，

倒马雄关，更是美不胜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这方水土养育了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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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美唐县
了解这方水土，我们没有理由不热爱这方水土。正是基于此，唐县

教育局和唐县唐尧研究会联合编写了这套“唐县中小学乡土教材”。

这套教材共 5 种， 《唐尧文化读本》和《唐县历史文化读本》供初

中生学习使用，《秀美唐县》、《白求恩在唐县》和《柯棣华在唐

县》 供小学生学习使用。该套丛书的出版是唐县教育的一件大事，

它丰富了我们的课程资源，使全县中小学在三级课程的实施上迈出

了一大步。该套丛书的出版更是唐县文化建设上的一大幸事，唐县

地方文化以强有力的形式进入课堂，将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唐尧莘莘

学子永久传承。愿这套丛书，帮我们的孩子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

认识我们存在的“根”和生命的源头，为我们的孩子奠定一生成长

的坚实而丰厚的精神底子。如果人生是一条射线，那家乡就是端点。

一个人只能走出家乡的视野，却永远走不出故乡的情怀。希望我们

的孩子人生行囊中多一样东西——对家乡的记忆和理解。这样，无

论他们今后走向哪里，他们都是有“根”的人。

这套丛书同样为我们宣传唐县，让更多的人了解唐县、走进唐县、

热爱唐县，打开了一扇精美的窗口。

愿我们的家乡唐县更加美丽、富强！

　　　　　　　　　　　唐县中小学乡土教材编写委员会

　　　　　　　　　　　　　　  　2014 年 12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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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唐县地理概况

◎唐县地理位置
◎唐县地形地貌
◎唐县气候
◎唐县资源
◎唐县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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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县地理位置

在我国首都北京的西南侧，有一块古老而秀美的土地，这就是唐县，

它因唐尧封侯在此而得名。

从地球上看，唐县位于东经 114°27' 至 115°03'，北纬 38°37' 至

39°09' 之间；从全国的角度看，唐县处于华北地区，那个像雄鸡的中国地

图的脖子上，位于海河流域西部，北依巍巍太行山，南衔华北大平原。

唐县地处河北省中西部，京津石大三

角之内，县城南距石家庄 100 公里，北距

北京 200 公里，东到天津 240 公里、保定

50 公里。北与涞源县为邻，西北与阜平

县交界，西邻曲阳县，南连定州市，东与

顺平县、望都县接壤。

唐县交通便利，京广铁路、京昆高速

公路、保阜高速公路、107 国道和多条省

道、县道在境内形成交通网。

唐县总面积 1417 平方公里。地理特

征为“七山一水二分田”，西北部北岳恒

山高地群山耸立，中部太行山东麓丘陵绵

延不断，东南部华北平原一望无际，古老

的唐河、通天河纵贯全境，南水北调中线水渠环绕县城。

二、唐县地形地貌

唐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北段，西北部群山耸立，中部丘陵绵延不断，东

南部平原一望无际。境内山地、丘陵、平原、河流地貌齐全。主要山峰54座，

◎唐县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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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及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 82％。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唐河由西北向东

南蜿蜒流经全县。全县由以下三种地貌组成：中低山区地貌，主要分布在

北寺上、幺家佐、马家佐、凤凰山、南张合庄、明伏、郑家庄及十八渡连

线以北，面积 1261800 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60％；丘陵地貌，主要分布在

中低山区地貌连线以南，水头、山阳庄、高昌店、山南庄、曲庄、东口底、

杨高和、雹水和西王庄连线以北，与低山毗连的山前丘陵，面积为420600亩，

占全县总面积的20％；平原区地貌，分布于水头、山阳庄、高昌店连线以东，

及高昌庄、山南庄、东口底、杨高和、雹水、西王庄以南，面积 420600 亩，

占全县面积的 20％。

此外，唐县还有不少河流、水库等水利设施，为唐县组成了独特的地

形地貌。

（一）唐县的山

唐县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又有唐县诸山以大茂最高，以清虚

最险之说。唐县共有高中低山 54 座，最高 1898 米，最低 100 米，只因唐

县的山多秀美，才使唐县的风光奇特，景色秀美怡人。

大茂山位于唐县县城西北 75 公里，为历史上的北岳恒山，大茂山是

唐县的最高峰，海拔 1898 米，而在地质结构上却是一个被断裂破坏了的

向斜构造。从北岳行宫往上爬，基底地层是阜平片麻岩，依次是长城系高

◎古北岳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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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庄组石英砂岩、蓟县系雾迷山组白云岩、青白口系长龙山组砂岩、寒武

系白云质灰岩、奥陶系灰岩，山顶是中生代火山盆地，沉积了厚约 3000

米的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

大茂山又名神仙山，曾早在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被皇帝

颁发诏书封为中国古代五岳之一的古北岳恒山，与泰山、华山、衡山、嵩

山齐名，直到清顺治十七年（1660 年），北岳恒山被改祀到山西浑源。

大茂山雄险奇秀，峰峦耸立，林海草甸，四季景色迷人，引人入胜，“恒

山积雪”为唐县古八景之一。

清虚山，位于唐县县城西北35公里处，最高峰海拔998米，登高望远，

可纵览巍巍太行，风光无限。人文景观穿插其间，使人回味无穷。山体由

中元古界蓟县系雾迷山组白云岩构成，垂直节理发育。新构造运动使山体

强烈抬升，沿垂直节理风化剥蚀崩塌，清虚山下半部山势较为平缓，而上

半部则陡峭雄险，形成了如青笋，似狼牙，像箭镞，直刺云天的奇峰峻岭，

是我国北方少有的岩溶峰林地貌区。

清虚山景观分苹果园、下清虚、上清虚和奶奶顶四部分，“清虚耸翠”

为唐县古八景之一。山中除了秀峰、峡谷、古树、飞瀑、甘泉等自然景观外，

就是以道教文化为主的历史文化景观。

唐县的这 54 座山峰，高低不等，分布在全县 14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清虚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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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山为我们储备着金、银、铁等丰富的矿藏，也为我们缔造出秀美的

自然风光。这些山又为我们提供了优美的居住条件。所以，保护好我们的山，

保护好我们脚下的这块风水宝地，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取之不尽的宝藏，

是我们每个唐县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唐县的河流

唐县水利资源丰富，水利设施较齐全。地表水主要是河流、水库。现

境内有唐河、通天河等河流穿过；此外，西大洋水库等中小型水库为我们

提供了诸多地貌水文景观。唐县的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唐县人，也为我们

造就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唐河

唐河是海河流域大清河系较大支流之一，西周以前为“呕咦”，西汉

时为“滱水”，东汉名滱河。《山海经》云：“高氏之山，滱水出焉。”《水

经注》云：“滱水即呕咦之水也。”

唐河之名最早见于唐朝。古老的唐河，历史悠久。

唐河由山西浑源县东南泽青岭、抢风岭发源后，东南流经灵丘县、涞

源县，从唐县西北黑龙洞沟由西往东流入境内，向东南至二道河西南流入

顺平县，曲折而南至顺平神南村又入唐县，再向西南至东庄湾与通天河交

◎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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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入西大洋水库，由西大洋流

出后经西雹水、西下素、钓

鱼台折而东南 2 公里入定州境

内，穿过京广铁路大桥，向东

往望都县、清苑县，入唐河新

道至安新同口镇注入白洋淀。

全长 333 公里，总流域面积为

4990 平方公里；在唐县境内全

长 109 公里。

唐河自县西北边境黑龙洞

沟，至西大洋水库为中游，长

96 公里，此间有 51 条季节支

流汇集唐河，河床逐步加宽到

100~1500 米不等。

唐河自西大洋水库以下为

下游，长 109.5 公里，河床以

中粗细沙为主，河床宽度一般

为 400~1470 米不等，个别地

段 5500 米。历史上的唐河水

灾连年不断，每遇雨季，唐河洪水泛滥成灾，沿途人民尤其是下游村民连

年遭灾。西大洋水库建成后，水灾得以有效控制。

2.	 通天河

通天河发源于大茂山北部，因大茂山为古北岳恒山，《禹贡》中称该

河为恒水，曰：“恒水入滱。”郑玄称：“恒水出恒山北谷。”《水经注》载：

滱水又东，恒水从西来注之。西汉避文帝讳恒山改称常山，恒水也改称常

水，清代康熙《唐县新志》因恒与横同音改该河为横河。民国始称通天河，

因大茂山最高，顺河直上能通天之意而名。

通天河由大茂山北部向南经草庄台至大西台纳大石峪之水，往东南经

王支至苇莫沟门纳蒲大石、苇莫沟之水，再往东南经杨家台东，蟒拦西，

石门村南，再往东分两支，一支向东南注入于家寨水库；另一支向东过小

路村南、于家寨村北，与于家寨水库之主河道合而为一。水出库后向东过

和家庄村南，新庄村东，纳上苇沟之水过猪山东，经军城南关村东、娘子

◎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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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村东，过水峪口村东、梭头村西南，顺唐、曲边界至贤表村西南入曲阳

县的南宋家庄沟村西，明流入地至南镇东暗流溢出，纳西北虎山之水，至

横河口村北向东复入唐县界，过十八渡，南至东庄湾村南与唐河汇流入西

大洋水库。通天河全长 46 公里，唐县境内 32 公里，河宽 40~600 米。该

河以于家寨水库为界分为上下游，总流域面积为 575 平方公里，其中唐县

279平方公里，最大过水能力为110立方米 /秒，最大流量557.3立方米 /秒。

由于大茂山为原始次生林，加之近代人工林植被，草木丛生，通天河沿途

风光秀丽，故通天河沿线也是唐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除了唐河与通天河外，唐县境内还流淌着发源于涞源白石山南麓由玉

皇沟门入唐县境的清水河，发源于东杨庄西偏北的粟山东部，经杨庄、北

店头、西赤、上庄、张合庄，由明伏村南注入唐河的逆流河，发源于马耳

山的放水河等河流。

（三）唐县的水库

1. 西大洋水库

西大洋水库位于唐河、通天河交汇之处，主坝建在西雹水村西 1 公里

西大洋村南偏东 2 公里，总流域面积为 4420 平方公里。

西大洋水库是由国家水电部批准，由河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勘测设

计，保定专区组建施工总指挥部，调集唐县（包括望都县、清苑县部分）、

保定市（包括完县、满城县、清苑县）、徐水（包括容城县、雄县）等地

民工 8.42 万，于 1958 年 7 月 14 日动工兴建。

唐县抽调民工 4 万多人组成民兵师，同时组建库区移民委员会，将唐

县西岳口、大洋庄、西大洋、山南庄、东岳口、北大洋、东大洋、石南坡、

西长店、吕家庄、中大洋、山庄尔、中长店、大洋店、坡下、灌城、南屯村、

东庄湾、北屯村、万里、十八渡、西安里、风山庄、坡上、明伏、郑家庄、

◎西大洋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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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峪和曲阳县田家坎、横河口、南镇、北镇等 32 村作为移民迁移。

1958 年 12 月 15 日，工程进入全面施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于

1960 年 4 月 30 日全部竣工。

西大洋水库工程包括主坝一座，坝底宽 500 米，坝顶宽 5 米，坝高

54.3 米，长 1799.55 米，副坝 4 道，全长 2794.2 米，以及溢洪道、泄洪洞、

输水洞等设施。

1970 年至今，水库又进行了几次续建，到 1987 年国家为该库总投资

8129.7 万元，动土石方 1384.3 万立方米，混凝土 6.7 万立方米，用钢材

3280 吨，木材 1.35 万立方米，水泥 2.17 万吨，用工 3711 万个。

西大洋水库总容量 10.7 亿立方米，防洪标准 500 年一遇。原计划以防

洪为主灌溉发电并重，水产养殖旅游兼而顾之，设计浇灌唐县、定县、望

都三县土地 80 万亩，唐县 7 万多亩旱地变水田，平原水浇地面积达到 15

万亩，增加旱涝保收丰产田 9 万多亩，粮食亩产由建库前的 220 公斤增加

到 550 公斤。库区移民利用 2.71 万亩水面养鱼、育虾每年可有 15 万多公

斤投放市场。此外，库区移民也紧跟形势，大力发展旅游，到 1990 年已

购置游船、快艇数十条，并建成多处会议、饭店、宾馆等旅游服务设施。

正当西大洋旅游走入快速发展阶段，1998 年，西大洋被确定为保定市饮用

水源，从此开始封闭型管理，库区移民又进一步做出牺牲，为保定保护好

一盆清水而放弃了所有苦心经营的水上项目。

2. 境内 26 座小水库

新中国成立前，唐县境内雨水经常泛滥成灾，大部分村庄以壕坑蓄水

缓洪，1956 年西雹水村建起第一座小水库，当年全县建起 3 座小水库。

1957 年遵照中央“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

全县 70％劳力投入水库建设，到 1959 年 7 月全县共建成中型水库 9 座、

小水库 182 座、平原水库 12 座，后来大部分在 1959 年和 1963 年暴雨洪

水中冲毁。

1974 年唐县又开始第二次修建水库高潮，到 1990 年全县建成于家寨

水库、卧佛寺水库、高昌水库、显口水库4座小（1）型水库，浇地7700亩；

小（2）型水库 22 座，控制流域面积 1.17 万亩，保浇面积 3748 亩，使边

远山区不少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加上西大洋水库的受益面积，全县粮食亩

产由新中国成立前的 50~60 公斤猛增到 6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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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县气候

唐县位于北温带季风气候北缘，四季气候分明。夏季炎热多雨，空气

湿润；冬季寒冷，比较干旱；春秋季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由于西北部为

山区，东南部为平原，境内光、温、水差异明显，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对

农作物需水保证小，境内灾害性天气较多。因此，春季抗旱、夏季防涝很

重要。

春季。冷暖空气交换频繁，气温变幅较大，风吹天气较多，光照充足，

最低气温-2.5℃（1972年 4月 8日），最高气温37℃（1968年 5月 14日），

变幅为39.5℃，降水量45.0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9％，前期偶尔有倒春寒，

后期常有干热风。

夏季。6 月初进入夏季，降雨增多，天气炎热，7~8 月，由于受热带

北缘暖湿气流影响，雨量增大，大暴雨时有出现，汛期开始，平均降雨量

381.1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73％，平均降雨33天，占全年的48％；气温高，

雨水充沛，最高气温 40.7℃。

秋季。受北方冷空气影响，气温逐渐下降，由于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

雨量减少，雨日 12 天，降雨量 56.7 毫米，占全年的 11％，前期雨量集中，

后期少雨，天凉气爽是本季主要特点。

冬季。10 月底进入冬季，北方冷空气频繁南下，气温急剧下降，天气

干冷，平均气温1.1℃，极端最低气温-22.6℃，多晴雪少，盛行西北、东北风，

◎唐县大茂山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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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降雪日 9 天，降雪量 21.1 毫米。

常年最热月为 6 月和 7 月，平均最高气温 31.4℃，极端最高气温为

40.7℃；常年最冷月为 1 月和 2 月，1 月最低气温为 -9.9℃，极端最低气

温为 -22.6℃。

因地形、海拔高度不同，全县气温为由东南向西北逐次递减，西北

部山地比东南部平原略低。年平均降水量为 573.8 毫米，最高年降水量为

1008.4 毫米；最低年降水量 288.7 毫米；最多的降水是 1963 年为 1256.1

毫米；年降水量地域差异明显，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增多，东南部平原地区

一般为 500~550 毫米，中部山区 350~600 毫米，西北部山区 600~700 毫

米，年平均雨日 68 天，最多的是 1985 年 102 天，最少的是 1972 年 44 天。

历年最长的连续降雨日 9 天（1978 年 7 月），总降雨量为 147.5 毫米；连

日最大降雨量为 887.2 毫米（1963 年 8 月 2 日至 9 日）。根据记载推测，

6~8 月为一年中暴雨最多阶段，其中 7 月中旬为暴雨集中期。

据历史记载，唐县始霜日为 10 月 11 日，终霜日为 4 月 6 日，无霜期

为 188 天，均霜日为 83 天，最多为 114 天，最少为 47 天；霜日出现天数

12月最多，其次11月，再次为1、2、3月份，初霜日一般在10月18日前后，

最早 9 月 28 日，最迟 11 月 3 日。

四、唐县资源

唐县是唐尧故里、唐尧文化发祥地、千年古县，有悠久历史和深厚的

文化积淀。“唐县”这个县名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已于 2006 年

由民政部、中国地名标准化委员会和中国地名协会评定为“千年古县”。

唐县总人口56万，辖仁厚、王京、北罗、高昌、白合、军城、川里七镇，

倒马关、黄石口、羊角、石门、齐家佐、迷城、北店头、大洋、罗庄、雹水、

南店头、都亭、长古城 13 个乡和 345 个行政村。

唐县人杰地灵，百姓仁义厚道，境内有多处古国古城古村落、古树古

碑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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