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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 量刖 菩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河北省人民政府的指示。从19

81年7月开始，临城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地名普查。在临城

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地名工作领导小组

和办公室。抽调、组织和培训了一批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业务骨干，广泛地发动基层干部和群众，用了一年多的时

间，对全县627个地名的现状和历史沿革进行了全面、认真

的调查研究。并查阅了《赵州志》、《临城县志》、《地名

知识》、《廿四史》等史料，搜集和分析了大量碑文石刻、

家谱和族谱，对调查到的材料进行了文字考证。经过内业整

理和标准化处理，制作了普查工作的四项成果t标注标准地

名图，地名普查成果表，重要地名概况汇编，地名卡片。经

过省、地两级验收机构审验和抽查，认为我县普查工作达到

了要求，四项成果符合标准。

为了巩固地名普查成果，向有关部门提供准确的地名资

料，为地名理论研究，地名科学管理，地名标准化处理提供

可靠依据，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地方史料，在四项成果的

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审查、核实、修订，充实，编纂了这

本《临城县地名资料汇编>)。

《汇编》中的标准地名图是在五万分之一(县图)和五千

分之一(城关图)的基础上描绘而成的。重要地名概况是根

据中国地名委员会规定的选择范围，基本内容和具体要求编

写的，共计13篇。在编纂中，我们力求准确地描述这些重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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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概况、沿革和特色。自然村和街道现状及沿革，是根据

生产大队和自然村、街道卡片内容综合而成。全县的地名除

东赵村、西赵村、梁村、祁村、瓮城、石城的名称来历和沿

革不详外，其它诸村基本作到眉目清楚。《汇编》中用的标

准名称，是在现行名称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

文件的精神经过标准化处理，并经过县政府批准的。如果需

要更改或补充，应按照国家规定履行申报批准手续，否则无

效。《汇编》引用数字均为1980年底的统计数字。

本《汇编》的编纂是在地区地名办公室同志的具体指导

下进行的。并承蒙民政局、文教局，交通局，水利局、统计

局、档案馆和各公社党委及许多老干部、老工人、老农民的

积极支持和协助。谨向这些部门和同志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谬误和缺陷在所难免，诚望

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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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城县概况

临城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其驻地在省会石家庄市南微

偏西66公里处，东和东南与柏乡、隆尧两县交界，南和西南与

内丘县相接，北和西北与赞皇县接壤，东北和高邑县相望。

县呈卧蚕形，东西长49．5公里，(东经114。03’——114。37’)

南北宽26公里(北纬37。20 7——37。35 7)，辖14个公社，217个

大队，1054个生产队，有299个自然村。总户数3463 3，

总人口150051名，其中农业人口142356名，非农业人口7695

名。除3名回族，1名壮族外，余皆汉族。

本县历史悠久，具有4000余年的文明史。早在新石器时

代就是龙山文化的一个分布点。(见《中国历史地图集》，

禹贡为冀州之域，分野为昂毕之次。春秋时属晋国，称临。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属中山。战国时为中山房子邑。赵

武灵王胡服骑射，兵强国盛，即向外扩张。周赦王八年(公

元前307年甲寅)春正月北略中山，房子旋归赵。西汉置房

子县，属常山郡。东汉时属常山国。魏属常山郡。晋置越

国，治房子。后属赵郡。北齐移高黾于房子东。县随省，隋开

皇中复置房子。属赵郡，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壬午)。

划出房子县西南大部，另建新县，取古临地之“临”字为

首，下缀1个“城，，字，即为“临城县力，属赵州。天诸二

年(公元905年乙丑)复改为房子县。次年又称临城县。宋

属庆源府，金属沃州。元、明、清属赵州。1958年与内丘、柏

乡隆尧合并为内丘大县。1962年与内丘分开，恢复了临城县



至镜
该县地处太行山东麓，总面积约797平方公里。西部群

峰耸拔，层峦迭翠，若龙飞凤翔，中部岗丘起伏，陵丘连

绵，犹波浪汹涌，东部县境有少量平地，水浅土肥，乃我县

“粮仓’’之所在。山有天台山、歪脖山，九树瑙、三峰山

等，山山相连，其中九树瑙最高大，海拔1500米。河有诋

河，李阳河、小槐河等，河河西源东流，其中诋河最宽最

长，约10 9公里。北支发源于郝庄、石家栏两公社境内群山

中，南支发源于赵庄、石城两公社境内诸山间，两支交汇于

西竖公社，一泄东流，越城关、贾村二公社，入隆尧县。该

河系典型季节河，河床陡峭，暴虐不驯，夏秋之时，山洪暴

发如猛兽J冬春之季，河干水涸可耕田。解放前每每冲村淹

地，为害城池，建国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对其进行了治

理。一九六O年建起了邢台地区第一座大型水库——临城水

库，继而修筑了临城灌渠，灌溉田地16万亩，水患一变为水

利。全县土壤分三类，西部山区属轻壤，中部谷地多为沙

壤，东部平坦地带为中壤。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侯，一月份气

温零下3．1度，七月份气温26．2度，年气温平均13．2度，积温

4841．7度。降雨量458毫米，多集中在七√＼、九三个月。无霜

期173至200天，东西部差异较大，约差一个节令。

境内矿产种类繁多，有煤、铁、铜，石英石，石灰石，

云母、瓷土，耐火土，金钢石、大理石、大白沙等。其中诋

河大白沙畅销京广，驰名南北，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煤田

面积较广，藏量丰富，质地优良，目前开采规模尚小，只有

县社兴办的小型煤矿十余座，年产原煤约22万吨。

全县以农业为主，共有耕地325557亩，其中早地18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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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占耕地面积57％。水浇地139962亩，占耕地面积43％。

主种小麦，玉米、谷子、棉花、花生、芝麻、豆类等作物。

解放前土地瘠薄，天早多灾，产量低而不稳。解放后在党和

政府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三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生产条件

有了很大改变。目前全县拥有大中小型水库24座(储水量均

在十万方以上)。机井1624眼，农业机械总动力15767马力，

大中小型拖拉机817台。一九四九年建国初期全县粮食总产3

981万斤，亩产89．3斤。棉花总产19．3万斤，单产13．3斤。油

料总产53万斤，单产52．4斤。农业总产值575万元。一九八。

年大早多灾，粮食总产犹达到了8990万斤，亩产382斤，分

别比四九年增长1．3倍和3．3倍。棉花总产149．9万斤，单产

28斤，分别比四九年增长6．8倍和1．1倍。油料总产168．3万

斤，单产125斤，分别比四九年增长2．2倍和1．4倍。农业总

总产值3353万元。比四九年增长4．8倍。林牧付业较解放前

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据一九八O年统计，全县有林地384270

亩，四旁植树2913997株。干鲜果园面积3010h-，年产干鲜

果品217万斤。大枣、核桃，板栗畅销国外，很受国际朋友

欢迎。全县有大牲畜11684头，猪只年存栏45168头，羊33486

只，养蜂730群。队办工副业42处，总产值58．8万元，全年

利润31．3万元。

临城县工业具有悠久历史，据近年勘测发现，唐代邢州

白瓷窑址就在境内，散溶奴处。编勒未年李鸿章和比利时合

办的“临城煤矿力就在该县祁村大队北面里许。解放后该县

工业发展较快，目前办有煤矿、化肥厂、水泵厂，机修厂、

陶瓷厂，面粉厂，一九八。年工业总产值达2288万元。其中全

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1325万元，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96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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