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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它于社会的进步，国家繁

荣，人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

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新乐县历史悠久，道路交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人

行小路，驮运路、车马大道，发展到今天的柏油公路，由履石渡

水，架木为梁，发展到今天的钢筋混凝土桥，运输工具有人背、

肩挑、畜驮，发展到今天的机械运输。这一巨大的变化是广大人

民辛勤劳动的结晶，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也反映了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但是，由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制约，加上战争频

繁，新乐县的交通事业发展缓慢，直到建国前仍无明显变化。新

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积极进行

交通建l殳，使新乐县的交通运输事业有了较显著的发展。尤其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城乡改革的进行，新乐县的公路

建设、运输生产出现了空前巨变，以成倍的速度开拓前进，R新

月异，令人振奋。如今京广公路、铁路纵横县城南北，沙河木刀

沟大桥腾空飞架，千年天堑变通途。新口(新乐至行唐口头)、

新无(新乐至无极)公路横贯东西、县、乡、村公路四通八达。

全县已形成了I三l县城为中心，内通各乡镇，外连全省区的交通网

络。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邑以志为鉴黟。我们编纂《新乐县

交通志》目的是为把新乐县交通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起到上慰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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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下启后代，教育当代的作用。同时对指导当翔的交通建设也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新乐县历代史籍虽多，但专门记载交通方面的著述却不多

见。在史料f分贫乏的情况下，经过编纂人员刻苦努力，多方查

询大量历史资料，精心筛选，反复修改考证。在地县有关部门帮

助配合下，用两年多的时间， 《新乐县交通志》终于告举·当本

书出版之际，愿为之序，以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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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县交通局局长陈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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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县历史久远，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并通
过人类社会活动逐步形成了道路，正如鲁迅先生说I 。其实地上．

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黟路是人类足迹的象征，它

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

展。为了全面准确地记述本县交通发展历程，反映发展规律，体
现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总结历史经验，推动新乐县交通事业继

续前进。根据河北省交通厅，石家庄地区交通局“关于编写公路‘

交通史志一的部署，新乐县交通局于1987年7月开始组织编写《新

乐县交通志》．经过编写人员一年多的努力，子1989年3月完成

初稿．．．、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

持实是求事的原则，对各方面的资料取舍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

究、反复核对事实，力求写出一部资料准确，内容详实，体例完

整的交通志书，为子孙后代留一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

史遗产。但由于编写人员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有限，史志知识缺

乏，尽管竭尽全力，仍力不从心。本志书在内容，观点，体裁结

构、文字修辞等方面都有很多不当之处。望广大交通系统干部职

工及社会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导，以便改正。

《新乐县交通志》能够编撰成书，承蒙石家庄地区交通局史

志编写办公室、新乐县史志办公室主编李增勋，韩书林等同志盼

具体指导，对志稿进行反复修改、增删，新乐县档案馆．石家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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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单位为：基书提供了大量资料。县

新乐县人民政府县长高书辰同志．

书题词，原县交通局局长陈进福同

衷心的感谢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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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县交通局史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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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Ⅸ新乐县交通志》是一部专业志书。上起远古，下限．

1 9 8 7年。

二，本志书主要记述从古到今新乐县交通的发展演变历史和

现状。

三，本志书按交通门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时

类并举，分篇，章，节，目，子目五个档次编排。

‘四、本志书分综述、志文、附录三大部分，按述，记。图，

表、照，录六体编纂。照片集中放在志文之前。图表穿插在志丈
之中，凡志文中不便安插，而又确需记载的，卷尾设附录以存史

料。

五，本志书古代近代部分记事，采用朝代帝王年号(包括以

公元纪年)，建国后的记事采用公元纪年。

六，书中公元年，月，日，表格及单位计量均采用阿拉伯数

字。

七，书中字体使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和

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关于简化字的联

合通知》规定的简化字。 ．

八，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一年中有几停

大事，则分目记述。

九，度量衡计量单位，均采用现行公制。(如。公里，米，

厘米、公斤，吨，吨／公里、公斤／平方米，公斤／平方厘米，

人／公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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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新乐县概况

新乐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东与定州接壤，西与行唐为邻，

南靠藁城、正定，北接曲阳；东南和无极相连。南距河北省省会。

一一石家庄市39公里。县政府驻长毒镇。全县总面积525平方公

里，辖3镇16乡，159个行政村。绝大部分为汉族，有少数回族。

奉县地处冀中平原，地势平坦。平均海拔70．5米，是太行冲

积扇中前部。境内河流有大沙河横穿全县腹地。木万沟流经县境

南部，二河均属海河水系为季节性河流，涌泉沟源县境中心，弯

弯曲曲向东南出境，现已涸废。

本县以农业为主，主产小麦、玉米、棉花等。由于境内多沙

质土壤，盛产花生，是河北省花生生产基地之一。林果种植面积

居全省第二，品种有苹果、鸭梨，红枣等。新乐鸭梨以皮薄味

美、多汁著称，畅销国内外。红枣以肉厚、核小，味甜久负盛

名，畅销不衰，封建朝代曾列为朝庭贡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乐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方’

便的交通，在党的方针路线指引下，工农业生产比例日趋合理，

种植结掏日臻完善，商品生产网络正向纵深发展。食品工业初具

规模，经济腾飞之势开始形成。

二新乐县建制沿革

新乐县历史悠久，古为新市，禹贡冀州之地。春秋时，自狄

小K
、



人建鲜虞国(国都在今正定县新城铺附近)。先为晋灭，后为

魏亡。后复国中山，迁都灵寿，再迁鹿奴(今定县)后为赵灭，

属赵地，秦灭六国，统一华夏，实行郡县制，本地属上谷巨鹿

郡。西汉初置新市县(属中山国)。王莽新朝，改名市乐，光武

中兴，再复新市，历经两晋南北朝。到隋开皇16年(公元596年)

拆新市置新乐县，治所西乐城(今马头铺西侧)，属博陵郡(治

所定州后改博陵郡为高阳郡)。唐朝因袭隋制。唐太宗贞观元年

(公元627年)将天下分为十道，新乐属河北道，定州管辖。唐肃

宗至德元年(公元765年)县治迁西乐驿(今承安铺)。宋朝统

一后设路、州、县三级制，新乐为河北西路，属定州管辖。元代为

省，路、府、州、县五级，新乐为中书省、真定路，中山府、永

安州所辖。明朝属真定府定州。此时新乐县疆域分为4乡、13社，

108村，县境设4路邮绱。明朝，新乐属直隶省正定府。所辖
1 21村并为28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州存县，改为省、道、县三级政区管

理。新乐县属直隶省保定道管辖。民国十七年(1928年)，直

隶省改称河北省，新乐县属河北省所辖，1938年5月，在路东

建县政府，后改县佐公署，1938年8月，新乐县抗日政府在车固村

建立。属晋察冀边区，冀西4分区，冀中7分区，铁路东建立藁

正新联合政府。1947年1月，全县解放，新乐县政府迁驻新乐县

城(承安铺)，先后属9专区，11专区。1949年定州专署成立，

辖新乐县。1954年划归石家庄专区。1958年4月县政府自承安铺

迁至东长寿，7月份与行唐合并，仍称新乐县。1962年又与行唐

分设，恢复原县建制。

三 新乐县道路交通
新乐地当四方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旧县志载“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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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通衙(居)，，州府厘畿之间，一是历代兵家征战之

道路交通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北至燕都(今北京

赵都邯郸，西至晋都山西，东至中山都城(今定姒

交通已四通八达。秦汉设郡县修驰道，设驿铺。新乐

就是在汉朝设驿亭的基础上得名的。隋唐之年，开辟

了邢州(今邢台)经赵州(赵县)、栾城至常山郡治所一一真定

(今正定)的道路，和西去并州(今太原)的驰道，加之原有的

邯郸经元代至真定的南北官马大道。这三条道路会于真定。新乐

已成交通咽喉要地。到宋初，地处南北官马大道州(定州)、府

(真定府)之问的新乐县，时境内已有东经杜固l经定州南边界

到祁州(今安国县)，北通定州。新乐县城(今承安铺)北经良

庄铺、正美到曲阳至恒山北岳庙，县城西南经赵村，中同、木

村，行唐、高里到行唐都有州县大道。到宋代中、后期，辽军不

断南侵，新乐濒临北部边防重镇，为了军事需要，宋朝对驿站有

新改革和发展，以军卒代民役，并仓!I立了急递铺。今木运铺就曾

设急递铺。急递驿骑，白日鸣铃，夜举火把，撞死人不论罪，铺

铺换马，致铺换人，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元朝，改驿站为

“站赤黟并在站赤的基础上设十里、十五里或=十五里为

急递铺。凡站赤所需驿夫，牛马、车辆，粮饷，均有站户提

供，每百户每年要给铺站置汉车10具、每户每年要向铺站纳米

一石。

明朝于公元1367年12月在应天府(今南京市)建立。燕王子

1421年迁都北京。明朝驿铺设置基本沿用宋制，其它几十里一铺，

每铺设铺司一名，铺兵10名，征县民壮丁轮值。驿铺递运具有一

定规模。从此朝京纳贡，送往迎来，驿骑如云，殊无虚日。时通

过新乐的南北官马大道设有西乐驿，伏城驿(当时属新乐)，使

新乐陆路交通呈现繁荣景象。

公元1944年清朝建立·康熙年间驿站有民马70匹，贴站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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