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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赤城县是由1 958年以前的原赤城县、龙关县大部、丰宁县一

部分组成的。赤城、龙关二县在历史上已有过四次修志活动：第一次，康

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由龙门县知县章焯主修《龙门县志》，16

卷；第二次，乾隆十二年(1747年)，由知县孟思谊主修、二十四年(1759

年)知县黄绍七补充并刻本的《赤城县志》，8卷；第三次，光绪九年

(18．83年)，知县许憬在前四任的稿本基础上补充加工终成的《赤城县

续志》，1 0卷；第四次，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县长刘德宽主修

起笔，继任县长冯九龄续修、何耀慧总纂而成的《龙关县志》，20卷(同

期的《赤城县志》稿本散佚)。1961年1 O月，曾由郭万宝、赵光耀、张俭、

王凤楼等15人组成县志编纂委员会，着手县志编修工作，时间不长，因

国家经济出现暂时困难而停止。本次修志始于1985年6月，1989年完

成初稿，1990．年总纂，1991年1 1月最后定稿付印。这是自《龙关县志》

之后相隔50余年的又一次修志活动，是以新的县境为记述范围修成的

承接前人、详述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志书。

赤城，地处燕山余脉，自古多岭偏狭，地瘠民贫。前人曾多有描述：

“山高气寒，田在山上，砂砾杂驳"，“又崎岖山径，商贾罕通”。这是赤城

自然历史的真实写照。然而，赤城人民朴实敦厚，坚韧勤苦。他们虽较

贫困，但对赤城有着世代相传的深沉眷恋，岁岁劳动、建设、生活在这

5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赤城为平北、冀热

察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县人民为求解放，付

出了血的代价，作出了很大贡献，锻炼培养出二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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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部。新中国建立40余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在赤城的推广应用，比

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不断被发现、开发，正在变成商品优势。工农业生产

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赤城的经济、政治、文化、人情、习

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进一步发展面

临着诸多困难。我们面对现实，承认困难，又看到希望，充满信心。

修志是我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展望前景的一次极有益的活

动。回首过去，我们感到，在群山峻岭上开发自然资源不够，对人民群众

的技术培训、智力开发不够。今后，我们应当从这方面努力。只要经过

艰苦努力，把山上的丰富资源开发利用起来，又让人们的智能、技能得

到进一步提高，财富就会增多。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坚持不懈，脚踏实

地，艰苦奋斗。“得一贤令，则沙砾卉木皆为之生光。”这是古人的看法。

今天，我们为实现富国、富县、富民而努力，特别需要正确的决策，坚强

的领导。这是我们今人的责任。任重道远，我们应当不逊于古人，也不

愧对今人和后人。

本志采用大编结构，编、章、节、目之层次，依循定例又未全’拘于框

格，借鉴他人之长又不套他人之模，兼听众家之言又作自家之主，一切

依利于表达内容，于世人后人有用为准则，编、章之间不全取统一。这为

主修者之宗旨，也为编纂人员所刻意。

修志历来是一项艰巨浩繁的工程。“用是殚力，而文献缺，如考订，

既以未详，访求亦复不易。"“事久而湮，谋野而无获，扈言剿说，旁见而

侧出搜罗，值此厥性艰哉!”古人修志中遇到的难题，我们这次修志中也

都遇到了。从搜集资料，到编纂定稿，艰难跋涉，历时六载，几易其稿。其

成功之关键，在于上级领导机关的重视；在于曾在赤城战斗和工作过的

老同志以及县级领导层的支持；在于各行业各部门和社会同仁的鼎力

协助；在于编纂人员的辛勤劳作，不厌其烦地笔耕删补。可以说，它是凝

聚着众多人心血的集体劳动成果。

一部志书的问世，是一代一方智慧的结晶，精神文明的代表；一世

一地盛衰的写照，物质文明的纪实；也是求训致用的校弊之作，彰往昭

来的存史之章。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曾反复用功，力求达到方志家所要

求的高度。但由于主观、客观之限制，有些章节史料不足，有空泛之感，

有些有历史争议的问题，此次仍未能全部弄清，憾作存疑，留给后人继

续考究。但从总体看，其所具有的存史、借鉴、资政、教化的价值还是显

而易见的，可谓一个时代界碑，至少把赤城县的历史修补延续下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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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隔断。世人只要仔细阅读，反复思索，是会有收获和补益的。革命和

建设都在前进，写史修志亦应继续，有待后人努力。

赤城县长 刘志林

1990年9月草成
1 991年1 1月改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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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清人和，经济发展，山河刷新，处于中

国历史上又一个最好时期，酿成奠就了修志的良好环境和基础。同全国

一样，修志遂在赤城县展开。历经数载，《赤城县志》问世，很值得庆贺。

1990年末，我因事到赤城。赤城县长刘志林同志约我为新修的《赤

城县志》作序。盛情难辞，写下以下文字。

赤城，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是我工作经历中难以忘怀的地方

之一。1965年我到赤城工作，1974年离开这块地方，历时9年。在赤城

工作期间，我参予、参加了赤城县的农田水利建设、三条河道治理、荒山

绿化，特别是直接负责组织指挥了数万人参加的云州水库建设。我还曾

在许多村庄蹲过点。到地区行署工作后，又多次到赤城下乡。可以说赤

城的大部分山山水水、乡乡村村都留有我的足迹，许多人家我都吃过

饭、喝过水甚至住过宿。我不是赤城籍，堪称“赤城人”。赤城山好、水好、

人好，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对国家、对自己的军队、对各级干部有

着质朴的深厚感情。这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环境和实践铸就的，至今未有

丝毫的淡化和改变。这就是我对赤城有着深沉的眷恋和难忘的牵念的

原因，为《赤城县志》作序的缘由。

修志，记载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社会自然发展规律，研究人类

生产生活发展途径，借鉴资政，启迪世人，为历代有灼见的当政者所重

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艰苦奋进，斗争不息，经济振兴，乾坤定

鼎，更不应将这段历程怠忽泯湮，憾留罅空。精心戮力，真实记载，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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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待。

赤城的自然特色是山多，统称“八山一水一分田"。这次新修的《赤

城县志》地方特点鲜明，山川、气候、土壤、物产等记载清晰。地理编上记

述了一百几十处高山、名山，勾勒出一幅斑斓多彩的地貌图形。这是赤

城人民生产生活的环境依托，也是赤城县的前景和出路。赤城穷在山

多，富也在山多。应当说“一分田、一分水"是赤城县人民生活的根基，

“八分山”则是赤城县人民奔向富裕的途径。赤城县若有50％的山都长

起了树，长出了草，宝藏就会涌流。我在赤城工作时，曾念念不忘抓造

林。许多同志在赤城工作时都认真抓过造林。许多林地已郁郁葱葱，覆

盖群岭，冬夏常青。我离开赤城还不到20年，一些原来被称为“穷山恶

水”的地方，已变成了宝山富水。

《赤城县志》经济编历数赤城经济发展进程与成果，符合实际，也令

人鼓舞。政治、军事编反映各时期领导层的更迭、决策与卓绝的奋斗。文

教编概括了人民的智慧增长与科技发展水平。民情编可以看出人民的

敦厚、朴实、忠勇、耐忍，同时也留有着未能挣脱的迟昧、守旧，至今仍是

人们孜孜进取的羁绊与阻沟。我赞成刘志林县长在序言中提出的两点

见解：“在群山峻岭上开发自然资源着力不够，对人民群众的技术培训、

智力开发不够。’’这二者应同时着手。满山遍野都生出了资源，又经过人

们的“睿智”、“巧手”，变成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价值就会增殖，利润即

可翻番。

《赤城县志》内容翔实丰富，体例完备，记述严谨，文字流畅，是一部

好书。赤城县委、政府抓了这一益今利后有重大意义的事业，是一种远

见：修志的同志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努力，孕成了可喜成果。我

向为编纂出版《赤城县志》付出劳动的领导、专家和编纂人员致以敬意

和谢忱!
·7 j， ，。 ?

』

，‘张家_地区墓曩鑫磊差曩王权。
1990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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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将新编县志稿送我一卷。我一边捧

读，一边回顾，往昔历史，如烟事变，一幕幕、一桩桩在我脑际中映现。使

我仿佛又回到舍命拼搏、勇往奋战的年代。

赤城县崇山峻岭，战略地位重要，被古人称为“宣府肩背，独石咽

喉。"境内有长城280多公里，砖城22座，土城7座，烽火报警台遍布全

县。久为兵家所争夺。

1933年日本侵略者占据黑河川，193'7年进而侵占赤城、龙关。全县

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拯救

了沉于苦海的人民。1938年秋，抗日八路军邓华、宋时轮纵队途经赤

城，一度解放了赤城县城，播下了革命种子。1940年建立平北抗日革命

根据地，苏梅、张致祥、程世才、覃国翰、段苏权先后任地委书记、专员、

分区司令员、政委，驻地为海陀山东麓的南北碾沟、大西坡。龙赤、龙延

怀、龙崇赤联合县相继在赤城县境内建立。龙赤县委书记王子玉，副书

记张廷森，县长耿伟，驻地纪宁堡；龙延怀县委书记高平，县长蔡平，驻

地大海陀；龙崇赤县委书记王子玉，县长王晨光，驻地嵯沟窑。1942年2

月28日，在前孤山成立了四十团，团长钟辉琨，政委王启刚。赤城县是

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也是日伪军连年大规模“扫荡"，实行杀

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主要目标。斗争环境异常残酷。这里的人民

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不屈，顽强奋战，力量越战越强。1945年1 0月l 4

日，由分区司令员詹大南指挥五旅十三团和地方部队、民兵一举攻克赤

城县城，全县遂告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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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国民党政府军队进占张家口后，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军

区政委刘道生，区党委副书记牛树才，行署主任杨春圃，司令员段苏权

撤驻赤城。12月21"---22日，国民党政府军十三军和傅作义部，集中六

个师兵力，分三路进占龙关、赤城。区党委、行署、军区转移到桃阳、白草

一带。察东地委、行署、军分区转移到南卜子、长伸地一带。同时，察北

地委、热西地委及若干县都转战至赤城山区。敌人打进来，军民打出去。

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凌厉搏击战斗，赤城、龙关两县人民重新获得解

放。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全县参军参政1万余人，军民牺

牲了1万余人。人民贡献了一切，付出巨大牺牲，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

人物。 ，

我是赤城籍人，也是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一员。革命

胜利后，我又长期在赤城工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常想，中国

共产党领导赤城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和建设，是赤城数千年历史

中的重要时刻，领导之坚强，斗争之残酷，人民之勇敢，业绩之辉煌，都

是空前的，是赤城人民由被奴役变为主人的转折，是由贫困走向富裕的

开端。这一段重要的历史史料极为珍贵，是精神财富，也是物质财富。
1 961年，我以中共赤城县委书记身分出任县志主修，意欲完成记载此

段历史之伟业。后因国家经济暂时困难而搁置。现在志书终于修成，了

却了我们这些年已花甲的过来人的一桩夙愿。

对志稿我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大事记历数了2000余年的

历史梗概，使赤城县历史一线贯穿，有个清晰的脉络。地理编记述沿革、

政区、山川、气候、资源等，经济、政治、军事、文教等各编也都记下各方

面值得志记的历史事件。赤城县委、政府高度重视，把这件事办了，我为

之庆幸、祝贺。此书资料丰富，对当今和后人很有研究价值。全体编纂

人员勤苦努力，征集资料，编纂成书，十分不易，精神可佳。

我从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几十年同赤城人民战斗在一

起，对赤城县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从1940年赤城县各级党组

织建立到1990年，半个世纪，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但赤城的变化是

巨大的。再过50年，我相信，赤城必定会发展到一个新的美好历史阶

段。欲达此目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坚强正确领导仍是一个关键。

坚强主要在于它永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

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这是前50年她得到全体人民拥护，有撼天移



地之力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后50年的成功也要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她

的领导人，在新的物质利益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纯洁，不忘宗旨，不丢本

色。从某种意义说，它的艰巨性一点也不比前50年差。党不变，政亦不

变，业必兴，民必乐。这当为我们在现今作历史记述时铭记的一条重要

经验。我在本文开头大段回述历程，意在能使后人常以此为借鉴。我对

此是有坚定信念的。我也相信赤城的干部群众，定会继承发扬革命优良

传统，为振兴赤城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取得新的成果。
‘

瞻望未来，锦绣河山必刷新。我年已花甲，无为矣。但心还和赤城

人民在一起。我聊以数语，是为序。

郭万宝

1991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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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自春秋始，两千多年延续不断，数百年一次，几十年一次，使历

史代代相传。我们修社会主义新志书，代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赤城县

委、政府及时抓了修志工作，编纂人员在各方面支持下，历经数度寒暑，

终于成书，实为幸事。送我一卷，并约我为新修的《赤城县志》作序。作

为赤城人，长期在赤城工作的一名老兵，写序实为义不容辞。

建设赤城，需要了解赤城。我看了这部志书的书稿，感到它是一部

历史的真实纪录，起到了介绍赤城的作用。它以丰富的资料记述了赤城

的地理、自然、建置沿革、行政区划、重大历史事件、物产资源、重要的名

胜古迹，以及经济状况、教育科技文化、民情习俗和活跃在各条战线上

的光彩优秀人物等等，必对激励今人，教育后人，继续努力，建设赤城，

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效果。

赤城、龙关为边关锁钥，京畿屏壁，自古战争久历不断。近代又曾沦

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大量的森林被砍伐焚毁，群山裸露，荒岭绵延。

人民生产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和影响。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不断开辟探索振兴赤城的新途径。路

程虽曲折艰难，但人们从实际出发，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认识愈深，征

途愈明。每个人都应当有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认准方

．向，抓住主攻目标，兢兢业业，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创业不息，一代一代

干下去，必能摘掉落后的帽子，搬掉贫困的大山。事实上，赤城人民已经

进行了几十年驱穷奔富、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在改造山河，兴修水利，

绿化荒山，建设电站，兴办文化教育，发展交通邮电和新型的乡村企业，1 1，
l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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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型的文明镇、村、户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今天，与全国先进地区比，人民还不富裕。但是，县委、政府已经绘

制出切合实际的蓝图，展示了美好的前景。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日益深

刻，通过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必能找到更多的创造财富的机会和办法。

比如保护地活动，可以延长作物生长期，避免春冻秋霜。中药材，赤城县

品种多，储量大，发展前景可观。有些中外医学界攻克不了的疑难病症，

通过服中药见到了特效。只要搞好科研，引进人才，突破几项尖端性科

目，就是一大笔财富。这方面的学问大得很，潜力大得很。要以开拓者

的眼光看赤城的山，赤城的水，赤城的人，信心就会陡增。只要人们认识

清了，物质基础有了，主攻方向明了，路子对了，今后的发展速度是会很

快的。 ·

修志，是一次历史大跨度的总结，是一次国情、县情教育的极好机

会和方法。新志书的出版是一件大事，需要大家都来关心它，努力把它

搞好。出版后让更多的人都有机会阅读它，学校要作为乡土教材，图书

馆应多存几部，供人们借阅。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更应人手一册，仔细

研究。让志书的存史、资政、教化作用发挥得更大一些。这不是一时一

事的权宜之计，而是关系长远的大事。

新县志的编者和热心于这一工作的同志，尽心尽责，满腔热情地作

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花了很大的精力完成书稿。他们这种精神是难

能可贵的。

我感慨由衷，写出以上数语，以吐心意，以示祝贺。
’’

赵光耀

1991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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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详今略古、详异略同、详主

略次的原则，立足当代，贯通古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客观真

实地记述史实，体现时代性、科学性、地方性特点。

二、时限；上限一般与《龙门县志》相衔接，有的起于事业发端之时，或迟

或早于《龙门县志》。大事记从有史料记载的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记起。

下限止于1990年。区限：以1961年7月宣化市撤销后，龙关、田家窑两公社重

归赤城县治后的境域为记述范围。“平北抗El革命根据地建立发展纪略"超越区

限，附于大事记之后。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述而不论。力求文字准确、鲜明、简洁、雅

重。专业术语少用或不用，用时一般不作解释。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文为主，系附图表，置

于志首或散置于编章之中。 。；

。五、本志采用大编结构。根据“事以类聚，类为一目"的原则，以事物性质

分为编、章、节，先分类后分期，横排竖写。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地

理、经济、政治、军事、文教、民情、人物、附录，共7编6l章268节，节下视

需要设目、细目或章下直接列目。除全志设序外，每一编首设小序。

六、大事记按照“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

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的要求，选用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能起到惩恶扬善

作用的正反面事件。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政治运动记述上层建筑领域的内容。经济变革

集中记于经济编之首。

八、副业方面的内容，分记于林、牧业章之中，不另立专章。

九、各时期旧政权包括国民党政权、军队的功罪均正面如实记载。日本侵占

时期的傀儡政权加“伪"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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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言，考虑到大多数人的阅读能力和实用价值，不用国际音标’，只用拼

音文字，作出语法分析，举出方言例词。

十一、文艺作品：谚语、歌谣、传说放入民情编，选与记载乡俗、山水有关

方面的内容；文艺作品精选诗、散文、游记，重在记实。虚构作品不选入。绘画、

摄影、书法选地区以上参展获奖作品，皆入文化章，为便于印刷，附于志首彩色

照片之后。

十二、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采用人物传、人物表、人名录等形

式。个别健在的人需入志的以人物简介记入。立传不单以职务高低取舍，以对国

家对人民贡献大小为标准。直书其名(字、号、曾用名，第一次出现，在括号内

注明)，不加同志、烈士、先生等称谓。以正面人物为主，选入少量反面人物。入

表级别，古为七品，今为县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选省级以上，个别有规定

的按规定。知识分子，古为举人以上，今为获得高级职称者及出国留学生。

十三、旧志所记事件，除大事记、地理编视需要适当选入部分内容入新志，其

它内容一般不重载入新志。新发现的史料补入新志。

十四、地理、官佐均以当地当时历史惯称。地名以县地名普查委员会公布的

为准。

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赤城、龙关两县建制的分合变化，并县

前分县记述，两县情况同等列出。数字凡能合并表示的即用一个统一数字，不同

年月不宜统一的数字，分别以县表示。使用对比数字，以统计局按现行区划廓清

的数字为准。

十六、计量单位，按国家标准计量法及出版规定，重量用公斤(千克)，长度

用米(公尺)，路程用公里，记径距(视需要注明公路里程)。涉及旧时计量单位

的，从当时通例。

十七、由于档案保存方面的原因，赤城、龙关两县同期资料参差不齐，缺此

或缺彼，无法补齐，只能从实记载。

十八、纪年一般以公元，括号内加注朝代。个别需用朝代纪年，从原史料，但

加注公元。伪蒙疆成吉思汗、伪满洲国康德纪年，本志不用。中华民国用全称或

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全称或简称“新中国’’。

十九、本志所用资料，大部来自旧志或各级档案文献资料、各部门编写的专

业志和县委党史研究室搜集到的资料，小部分摘自报刊及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

一般不注明出处，在附录中列出资料来源。文中所引典故、人名、地名等，一般

不作注释，个别需加注时，分别采用正文中加括号或脚注。

二十、附录，主要是附在志书后面的与志书正文相关的佐证性、说明性、补

充性文章或图表。属于整部志书的一般附志书后，有的为便于阅读，附在有关的

章、节、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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