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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辑出版《源州历史文化丛书~，是挖掘我市历史文化民间艺术资

源，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落实《源州市历史文化

资源挖掘 、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的具体体现;是"知冻州 、爱源州 、奉

献在添州"的生动写照;是文化出版界的一件喜事。 在此，编委会向为

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作者、编者和有关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源州是一座有近 2300 年建制的古城，文化底蕴深厚，历史遗迹丰

富。 战国时期是燕国的深邑，秦时名源县，汉初设源郡，魏晋改名范阳

郡 ，唐代始称源州 。 源州在蒙元时期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美

丽的大城"明清之际，隶属京师顺天府，乾隆皇帝称其为"簸南要郡"

民国前期属京兆地方，中期划归河北省。

源州为燕南赵北之地，大北京圈之右翼，太行西峙，沃野千里，地

势显要，翔卫京师，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 1986 年国务院命名为冻州

市。 全市 59 万人口，是全省唯一县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独特而

丰厚的人文景观和旅游资源。

《源州历史文化丛书》内容丰富，从不同的角度，以人文文化为主

体，反映了深州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史实、传说各种不同的角度记

述刻画了历史上源州的知名人物。 如蜀汉昭烈帝刘备、汉桓侯张飞、统

一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赵匡脱、东汉政治家范阳卢氏先祖卢植、被国

内外学者誉为"中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邸道元、受到鲁迅推

崇的现代诗人学者' 翻译家冯至等等。

该丛书文笔优美，笔触涉猎内容广泛 ，从人文景观到自然景观娓



娓道来，从"忆昔燕京赋壮游，源州古庙拜桓侯"到源州八景，由"喝退

曹操百万兵"到双塔晴烟、拒马长虹。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古人与今人

的对接，巧妙地将人文与自然景观展现在人们面前。

该丛书涉及的民风民俗部分，文笔流畅，乡土气息浓郁，集中反映

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喜怒哀乐、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 如生老病死、婚

姻、家庭、丧葬、衣食住行及民间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庙会等等，传统

文化深奥。花灯中的通会灯市，阵容庞大，变化万千。俗谓"南有扬州，

北有源州"。

该丛书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刻画了刘备、张飞、关羽等

众多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富于人生哲理，从引人入胜的趣味中

获取教益。

这套丛书的文化内涵贯通古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兼容，堪称

一部添州历史文化辞海。 编者力求集思想性、系统性、知识性v史料性

为一体，起到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评史之略、续史之元的作用。 对推动

我市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旅游，使世界认识源州，让源州走向世界，定

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编委会

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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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根系，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 当今

世界，文化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重要推动力量。 民族和

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

文化的竞争，是文化力的比拼。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决定着一个国

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与后劲。 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

大省的目标，保定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文化大市的重大决策，是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

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对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区域发展具有

很强的指导意义。

源州是一座具有近 2300 多年建制史的文化古城，有丰厚的历史

文化资源，是北京周边和河北省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县(市)之→;是全

国唯一的县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三国文化、卢氏文化和邮学文化

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汉昭烈帝刘备、汉桓侯张飞、东汉政治家卢植、

中国地理学之父哪道元、北宋哲学家邵雍、宋太祖赵匡戚、禅宗六祖慧

能等一大批历史名人皆出于此。 源州是"三国文化"的发祥地。 刘备与

关羽、张飞"挑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 "三国文化"产生着重要影

响，至今，随处可见三国文化的遗迹。 挑园饭店、桃园大街、三义小学、

三义宫展示着源州人对先祖的仰慕和对忠义、诚信思想的崇尚 。 以东

汉政治家卢植为代表的卢氏，望出冻郡，名人辈出，千百年来"文武兼

备，诗礼传家"由此形成的"卢氏文化"成为在中国大陆除孔氏家庭之

外的另一支经久不衰的家族文化。 同时，还拥有一系列珍贵的古城遗



迹。经专家认定的中国第一长石拱桥一一永济桥;国家级重点文

物一一辽代双塔，等等。 因此，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发掘、保

护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创建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

已成为冻州市全体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是市委、市

政府和全市人民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庄严使命。

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对深州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一种重要

的地区资源。面对全球经济发展大潮，源州以科学的发展观、文化观，

精心谋划着跨越式发展的宏伟蓝图。市委、市政府对此深刻理解，站在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构建和谐源州全局高

度，认为建设先进文化，创建文化大市，是顺应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

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提高城市品位，丰富人民精神文

化生活的迫切要求;也是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

治工作的必然举措，必须充分发挥文化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

势，使文化成为源州经济增长的"助推器"推动冻州经济的持续 、快速

发展。 2∞4 年，同济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河北省内著名

专家、学者齐聚添州，围绕"源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城市总体发

展"、"历史文化资源挖掘 、保护与利用"三个课题进行深入调研和反复

论证，科学制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三大规划"经过 15 年的努力，冻

州将建设成以"城五区"为框架，以"名人文化"为主题，以"全国历史

文化名城"为品牌，以文明生态"宜居地"为特征的滨河花园式京郊生

态卫星城。

《源州历史文化丛书》的出版，对推介源州、宣传源州、扩大源州知

名度，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源州这颗蕴涵着历史文化底蕴、闪耀着时代

光彩的明珠，将更加耀眼、更加璀灿!

中共博叫市要.f;记黄息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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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概述

源州历史悠久。 春秋战国时是"燕之添邑"

秦(公元前 221 年)时建源县，汉初(公元前 201

年)设源郡，魏晋名范阳，唐代(769 年)改称源州。

其名得之于远古时的源水，源水源于冻鹿山，东

南流经房山县进入源州，属于古"源鹿之野"

秦灭燕，于燕都设广阳郡，于源邑建源县。西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 ，分广阳、钮鹿、恒山

3 郡边地置源郡，领县 29，治所置于源。

西汉，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 44 年)封广阳

顷王子刘容为西乡侯国，位今下胡良乡上坡村

西，封广阳顷王子刘发为阳乡侯国，位今东义和

庄乡长安城村。

东汉建武元年 (25) ，阳乡并入方城县，西乡

并人源县。

三国时，曹魏曾在原阳乡旧地建长乡县，至

北魏改名丧乡县。

北齐天保七年(556)撤销某乡、方城 2 县，并

人源县。 源县东界临今永清县西部边界。

北周大象二年(580) ，撤销道县并入源县。



隋开皇九年 (589) ，分源县东部原丧乡、方城

2 县地 ，建立固安县，治所在方城村。

唐初武德七年(624) ，源县改名范阳县。

唐太和六年 (832) ，范阳南部古督亢地大部

划出建立新城县，治所在今新城县旧城关。

金大定二十九年(1 189)划范阳、宛平、良乡 3

县边地建万宁县(即房山县) 。 但位于万宁县改由

西南的"三坡"仍由范阳管辖。

明洪武二年(1369) ，范阳撤销，并人源州，只

辖房山 1 县。

清雍正五年(1727) ，房山县改由顺天府直

辖 。 源州遂元属县，但仍辖三坡。至民国 2 年

(1913)撤州，改称源县。

民国二十六年(1937) ，抗日战起，县城沦陷 。

抗日民主政府以平汉铁路为界，路东西分别与邻

县建立联合县。 1940 年沫水山区单独建县 ，三坡

即划归沫水。 日军投降后，县城为国民党政府接

收，至 1948 年底解放。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恢复源县建

置，辖境与邻县略有调整。东长沟、半壁店划归房

山县，周家庄划归良乡，宛平之长安城划入源县。

1958 年 10 月，新城、雄县及沫水平原并人源

县，治所迁高碑店 。 1961 年 12 月，冻县恢复原建

置。但把高村、上庄划归沫水;沫水把西横岐(原

名河西)划归源县。

1986 年 9 月 24 日，撤销源县，建立源州市，



辖域仍同原源县。

西周初(公元前 11 世纪)于今河北省北部封

二国，北名画(都今北京市广安门附近) ;南名燕

(都今北京市琉璃河东北 2.4 公里董家林、黄土坡

之间)。约在公元前 657 年，燕灭菌，迁都于菌。添

地一直为燕国地。

春秋战国时期，冻州为燕之源邑。

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 224 年)秦灭燕后，

于燕都到设广阳郡，于源邑置源县。

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 201 年)分广阳郡南

部、侄鹿郡北部及恒山一部，置源郡。郡、县治所

均在今源州城区。源郡辖县 15 ，其中包括源县及

范阳县(今定兴县、固城镇) ，侯国 7。西汉中后期

增至 29 县，并在冻郡辖境置侯国 13。元帝初五年

(公元前 44 年)于冻县西北境置西乡侯国(位今

下胡良乡上坡村西)，县东北境置阳乡侯国(位今

东义和庄乡长安城)。

新王莽始建国元年 (9) ，改源郡为垣翰都，西

乡为移风，冻县属垣翰郡。

东汉建武元年 (25) ，复改垣翰为源郡，深郡

南部分出另置河间国。废西乡侯国并人源县，废

阳乡侯国并入方城(治所在今固安城西南 10 公

里方城村)。灵帝中平五年(188)源县属幽州。



三国魏黄初七年 (226) ，源郡改称范阳郡，魏

明帝太和六年 (232)幽州刺史治所由商迁源。 此

时源城为县 、郡、州三级治所。

西晋武帝泰始元年 (265) ， 封司马绥为范阳

王，都源县，范阳郡改称范阳国 。 幽州刺史迁返

菌。 在原阳乡侯国地建丧乡县，属范阳国 。

东晋十六国时 ，源地先后属后赵 、前燕、前秦

及后燕。

南北朝时，北齐天保七年 (556)废丧乡、方城

2 县并入探县。 范阳郡仅领源县、范阳、道 3 县 。 北

周大象二年(580)撤道县(今沫水县)并人冻县。

隋开皇元年 (581) ，析源县西境原道县地置

范阳县，属黎郡(仅易县) 。 开皇三年 (583) ，全国

撤郡，源县直隶幽州 。 开皇九年(589)析源县原方

城、丧乡地置固安县 。 大业三年 (607) ，全国废州

称郡，幽州改名为源郡(治所在今北京)。

唐武德元年(618) ，罢源郡改称幽州，武德七

年(624)源县改名范阳县。 贞观元年(627)全国分

十道，为监察区 。 开元二十一年 (733)增至 15 道

为行政区 ，幽州属河北道。 天宝元年(724)再废州

称郡，幽州改名范阳郡，治所在今北京。 景云二年

(711 )始设节度使。 开宝时范阳县隶属于范阳郡。

安史之乱后范阳都又改称幽州。大历四年(769) , 

析幽州南部范阳 、归义、固安 3 县置源州，州治在

范阳县，属河北道。同时析固安西南部增置新昌

县，冻州领范阳等 4 县。太和六年 (832) ，析范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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