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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认识自然，识别住所，熟悉环境的必然产物，
*

佗同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即便这样，

作为一门科学，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一
和国务院对地名工作做过一系列指示，地名工作从此获得了新

：生。近年来，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河北省进行了首

饮大规模地名普查，查清了全省各类地名的历史和现状，收集‘ 。

整理了丰富的地名资料，为今后地名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

础。
一

、

、

’

。

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地名普查成果，使地名工作更好地为社
‘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全省各级地名办公室集中力量进行了地

名书志的编纂工作。本书即为河北地理地名丛书之一种(《河北．，

名胜志》，《河北山河志》待出)。 ， 。

政区沿革是地名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内容之一，它的演

蛮往往导致与其有关的各类地名的相应变化，因此，《河北政区沿
一革志》将成为我省加强地名管理、推行地名标准化的一本工具 ·

书。市i县政区的历史沿革揭示了全省行政区划形成，演变的规 J

律，是考察地方历史的重要线索，也是全省政区建设和编史修志
韵基础资料。由于政区名称演变及政区沿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

物，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因此，这本书又将成为进行热爱祖， ‘j

届，热爱河北教育的很好的乡土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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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依据1983年全省行政建制，收录了河北省149个 ·

市，县政区沿革概况，各tl独立成篇。按照省民政厅确定的排歹啦

顺序，以地、市(省辖，为单元组排篇耳。·； ，

：，二、书中各篇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简介市、县的标准各

称、读音、方位、面积、人口及民族、辖区、驻地等基本情况，二是：

考究市，县名称的由来、含义及演变情况，三是历述各代迄今+．，

市，县的废置分合，治所迁徙及辖属关系变更等沿革情况。。
。

三、书中的资料，．主要依据河北省地名普查成果，有关史。 ·

籍，，全国统志，省通志、各县县志和地图集等。经过反复考证，

力求翔实无误。对众说纷纭的地方，则取多家之说，求大同存，卜，

异，对无据可考者，则多方求教，集思广益，积极探索，慎重结论。

四、市、县政区沿革的时间断限，一般上溯至春秋、战国，截止

到1983年底。其间，按时间顺序陈述，力求各代不间断，既能承前‘‘

启后，又能系统地揭示各市、县政区沿苹的历史面貌。对时间表

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以前，采用帝王(民国)纪年，无 1

年号者加帝王名称，并括注左溉纪年，自抗日战争爆发后(。七七护
事变后)，均采用公元纪年。

。

‘

五、文中重要考证内容或有分歧的资料，一般括注出处，或

作必要的引证、说明。政区沿革的一般内容，多为综合归纳而

成，不便引证或括注出处者，只在书末开列参考书目。
‘

六、文稿中使用的数据，除人口采用1982年人口普查数字

办，均为1983年底统计数字．历代地名用字，一般采用现行的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范汉字(含简化字)；对反映地名名称演变面目的字，则仍依繁体
碱古体。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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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于历史上巳废置的旧县(侯国)的定位，主要依据其

t-箝所在现行市，一县的位置来确定}对于跨境的旧县(侯国)的定

啦，则依据其主体部分的位置来确定J少数不能准确定位的，力
．求查清其所在现行市、县的辖境。由于旧志记述的行政区划与现

。

．行政区变化甚大，所以本书对暇志中部分县(侯国)的定位，做

。了一些修订。盎 ．

’ ；
’

。 ”
．

八，本书的编写工作是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进行的，许

稿五副教授等专家具体指导解决疑难并审阅稿件，在此表示谢
癔。具体编写工作，由李树新主持，李炳尧，卓承元、路洪昌、吴
椒贤撰稿，廖敦录制图。由于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

请读者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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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u”“”⋯·”······“””····(56)

掳城县⋯．．．⋯．．．．．．．．．·⋯⋯⋯⋯⋯⋯⋯⋯．．．”(58)

涨家口市⋯⋯一⋯．．．．．．．．．⋯⋯⋯⋯⋯⋯．．．”(62)
张家口市⋯⋯·掣⋯⋯⋯⋯⋯⋯⋯⋯⋯⋯⋯“(62)

宣化县⋯⋯⋯⋯⋯⋯⋯⋯⋯⋯⋯⋯⋯⋯⋯⋯(64)

：承德市⋯⋯⋯⋯⋯⋯⋯⋯⋯⋯．．．⋯⋯⋯⋯⋯(67)

承德市⋯⋯⋯⋯⋯⋯⋯⋯⋯⋯⋯⋯⋯⋯⋯．．．(6 7．)

承德县⋯⋯⋯⋯⋯⋯⋯⋯⋯⋯一．．．⋯⋯⋯⋯(68)

：秦皇岛市⋯⋯⋯⋯⋯⋯⋯⋯⋯⋯⋯⋯⋯⋯·一(71)
。

秦皇岛市⋯·“⋯⋯⋯⋯⋯⋯⋯一⋯⋯⋯⋯⋯(71)

昌黎县⋯⋯⋯⋯⋯⋯⋯⋯⋯⋯⋯⋯⋯⋯⋯⋯(73>

抚宁县⋯JIOt6@⋯⋯⋯．．．⋯⋯⋯⋯⋯⋯⋯⋯⋯(74)

’卢龙县⋯⋯⋯⋯⋯⋯⋯⋯⋯⋯⋯⋯⋯⋯⋯⋯(76)

青龙县⋯⋯⋯⋯⋯⋯⋯⋯⋯⋯．．．⋯⋯⋯⋯⋯(78)

滟州市⋯⋯．．．⋯⋯⋯⋯⋯⋯⋯⋯⋯⋯⋯⋯⋯(80)
沧州市⋯⋯⋯⋯⋯⋯⋯⋯⋯⋯⋯⋯⋯⋯⋯⋯(80)

沧县⋯⋯⋯⋯⋯⋯⋯⋯⋯⋯⋯⋯⋯⋯⋯⋯“(82)

黼j郸地区⋯⋯⋯⋯⋯⋯．．．⋯⋯⋯⋯⋯⋯⋯⋯(85)

大名县⋯⋯⋯⋯⋯⋯⋯⋯⋯⋯⋯⋯⋯⋯⋯⋯(85)

魏县⋯⋯⋯⋯⋯⋯⋯⋯⋯⋯A⋯⋯⋯⋯⋯⋯(87)
曲周县⋯⋯⋯⋯⋯⋯⋯⋯⋯⋯⋯⋯⋯⋯⋯⋯(89)

邱县⋯⋯⋯⋯⋯⋯⋯⋯⋯⋯⋯⋯⋯⋯：⋯．．．”(91)

鸡泽县⋯⋯⋯⋯⋯．．．⋯⋯⋯⋯⋯．．．⋯⋯⋯一·(93)

l犯乡县⋯⋯⋯⋯⋯．．．⋯?⋯⋯⋯⋯⋯⋯⋯⋯一(94’
． 广平县⋯⋯⋯⋯⋯⋯⋯⋯⋯⋯⋯⋯·⋯⋯⋯·<96)

戚安县⋯⋯⋯⋯⋯⋯⋯一⋯⋯⋯一⋯⋯⋯⋯‘98)

啦漳县‘⋯⋯⋯⋯·⋯⋯⋯·⋯⋯⋯⋯⋯⋯⋯·(100)

撤县⋯⋯“：·0·⋯⋯⋯⋯⋯⋯⋯⋯⋯⋯⋯⋯··(101)

．武安县⋯．．．⋯⋯⋯．．．⋯⋯⋯⋯⋯⋯⋯⋯⋯⋯(104)

麓≯县⋯·⋯⋯⋯⋯，⋯⋯⋯⋯⋯⋯⋯⋯⋯·¨⋯·(1p5)

．永年县⋯⋯⋯⋯⋯⋯．．．⋯⋯⋯⋯⋯m一·⋯”n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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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县⋯⋯⋯⋯·一⋯⋯⋯⋯⋯⋯⋯⋯⋯⋯”(109)

邢台地区⋯．．．⋯⋯⋯⋯⋯⋯．．．⋯⋯⋯⋯⋯⋯(112)
。 邢台县⋯⋯⋯⋯⋯⋯⋯⋯⋯⋯“⋯⋯⋯⋯⋯(112>

。

抄河县⋯⋯⋯⋯⋯⋯⋯⋯⋯⋯⋯⋯⋯⋯厶··0114)

临城县⋯⋯⋯⋯⋯⋯⋯⋯⋯⋯⋯⋯⋯⋯⋯”(116)
内邱县⋯⋯⋯⋯⋯⋯⋯⋯⋯⋯⋯⋯⋯⋯⋯⋯(118>

’柏乡县⋯⋯⋯⋯⋯⋯⋯⋯⋯⋯⋯⋯⋯⋯⋯·i(120>
。隆尧县⋯⋯⋯⋯⋯⋯⋯⋯⋯⋯⋯⋯⋯⋯⋯”(122>
1任县⋯⋯⋯⋯⋯⋯⋯⋯⋯⋯⋯⋯·一⋯⋯；⋯”(124)

南和县⋯⋯⋯⋯⋯⋯⋯⋯g@Q-gO@⋯⋯⋯⋯⋯⋯(126>

宁晋县⋯⋯⋯⋯⋯⋯⋯⋯⋯⋯⋯⋯⋯⋯⋯⋯(12S)

s南宫县⋯⋯⋯⋯⋯⋯沁⋯⋯⋯⋯⋯⋯⋯⋯·(Z30>
巨鹿县⋯⋯⋯⋯⋯⋯⋯⋯⋯⋯⋯⋯⋯⋯⋯一(132>

’

新河县⋯⋯⋯⋯⋯⋯⋯⋯．．．⋯⋯⋯⋯⋯⋯⋯(134>
· 广宗县⋯⋯⋯⋯⋯⋯⋯⋯⋯⋯⋯⋯⋯⋯．．．⋯(136)

平乡县⋯⋯⋯⋯⋯⋯曩⋯⋯⋯⋯⋯⋯⋯⋯⋯(130>

威县⋯⋯⋯⋯⋯⋯．．．⋯⋯⋯⋯⋯⋯⋯⋯⋯“(140)
清河县⋯⋯⋯⋯⋯⋯⋯⋯⋯⋯⋯⋯⋯-．．．⋯⋯(143)

临西县⋯⋯⋯⋯⋯⋯⋯⋯⋯⋯-．．⋯⋯⋯⋯⋯(145>

石家庄地区⋯⋯⋯⋯⋯⋯⋯一⋯⋯⋯⋯⋯⋯(148>
、 束鹿县⋯⋯⋯⋯⋯⋯⋯⋯⋯⋯⋯⋯⋯⋯⋯⋯(1们>

晋县⋯⋯⋯⋯⋯⋯⋯⋯⋯⋯⋯⋯⋯⋯。⋯⋯⋯(150)_

．深泽县⋯；⋯⋯⋯⋯⋯⋯⋯⋯⋯⋯⋯⋯⋯⋯”(152>

无极县⋯⋯⋯⋯⋯⋯一⋯⋯⋯⋯⋯⋯⋯⋯⋯·(154>
， 藁城县⋯⋯⋯·．；⋯⋯⋯⋯⋯⋯⋯⋯⋯⋯⋯⋯(157> ，

赵县⋯⋯⋯⋯⋯⋯⋯⋯⋯·：·⋯⋯⋯⋯⋯⋯⋯(160>

栾城县⋯⋯⋯一⋯⋯⋯⋯⋯⋯⋯⋯⋯⋯⋯⋯(162)-

． 正定县⋯⋯⋯⋯⋯⋯⋯⋯⋯⋯⋯⋯⋯⋯⋯⋯(164)

新乐县⋯⋯⋯⋯⋯⋯⋯⋯⋯⋯⋯．．．⋯⋯⋯⋯(167>

， 高邑县。一i二·?⋯⋯⋯⋯⋯，．．⋯⋯⋯⋯⋯·臀”(168)-。

．。元氏县⋯⋯⋯⋯⋯⋯⋯⋯⋯⋯一⋯⋯⋯⋯⋯(170)t

赞皇县⋯⋯⋯⋯⋯⋯⋯⋯⋯⋯⋯⋯⋯⋯⋯⋯(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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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县⋯·—-”一”·一m·一m一一一·—⋯⋯“(170：

灵寿县⋯毗．．⋯⋯⋯⋯⋯⋯⋯⋯⋯t一⋯”⋯．(17S)。．

行唐县．．．-⋯⋯⋯⋯．．．⋯⋯⋯⋯-⋯⋯．．．⋯⋯(179)
’

保定地区一⋯⋯⋯⋯⋯⋯⋯⋯⋯⋯⋯⋯⋯⋯．(182)·

+易县⋯”·”⋯⋯⋯⋯⋯⋯“⋯⋯⋯⋯⋯．i⋯(182)
，徐水县⋯⋯⋯⋯一⋯⋯⋯⋯⋯⋯⋯⋯⋯．．o．(184)

涞源县⋯⋯⋯⋯⋯⋯⋯⋯～⋯⋯⋯一⋯⋯(187)
定兴县⋯⋯⋯⋯⋯⋯⋯·≯⋯⋯⋯⋯⋯j⋯学(189)●

。

完县⋯⋯⋯⋯⋯⋯⋯⋯⋯⋯⋯⋯⋯⋯⋯⋯．．(191)
唐县⋯⋯⋯⋯⋯⋯⋯⋯⋯⋯⋯⋯⋯⋯⋯⋯⋯(194)

’

望都县⋯⋯⋯⋯⋯⋯⋯⋯⋯⋯⋯⋯⋯⋯⋯．(196)．
。

涞水县⋯⋯一⋯⋯⋯⋯⋯⋯一⋯“⋯⋯⋯⋯(198)
涿县⋯⋯⋯⋯⋯⋯⋯⋯⋯．．．⋯⋯⋯⋯．(2。o)
清蔸县⋯⋯⋯⋯⋯⋯⋯⋯⋯⋯⋯⋯⋯⋯⋯⋯(203)

高阳县⋯⋯⋯⋯⋯⋯“⋯⋯一⋯⋯．一⋯⋯⋯(205)‘

安新县⋯⋯⋯⋯⋯⋯⋯⋯⋯⋯⋯⋯⋯⋯⋯。(207)”

雄县⋯·。⋯⋯⋯⋯⋯⋯。·：⋯·⋯⋯⋯⋯⋯⋯⋯(210)

容城县⋯⋯⋯⋯⋯⋯⋯⋯⋯⋯⋯⋯⋯⋯⋯⋯(212)

新城县⋯⋯⋯⋯⋯⋯⋯⋯⋯⋯j⋯⋯⋯⋯⋯．．(214)

曲阳县⋯⋯⋯⋯⋯⋯⋯⋯⋯⋯⋯⋯⋯⋯⋯⋯(217)·

～阜平县⋯⋯⋯⋯⋯⋯⋯⋯⋯⋯⋯⋯_⋯。：⋯(219)．

；一定县⋯⋯⋯⋯⋯⋯一～～曩．．．⋯⋯一⋯⋯一(2：1) ，

安国县．．．一⋯⋯⋯⋯⋯⋯，：⋯⋯⋯⋯⋯i：⋯(223)～～～

博野县⋯⋯⋯⋯⋯⋯⋯⋯⋯⋯⋯⋯⋯⋯⋯⋯(223)．

蠡县⋯⋯⋯⋯⋯⋯⋯⋯⋯⋯⋯⋯⋯⋯⋯⋯⋯(227)

张京口地区⋯⋯⋯⋯-．．⋯⋯⋯一⋯_⋯(230) ’-

张北县⋯⋯⋯⋯⋯⋯⋯⋯⋯⋯⋯．“⋯⋯⋯．．(230) ．

康保县⋯⋯．．．⋯⋯⋯⋯⋯⋯⋯⋯一一⋯⋯⋯(231)

沽源县⋯⋯⋯⋯⋯⋯一⋯⋯⋯⋯⋯⋯⋯⋯⋯(233)

尚义县～⋯⋯⋯⋯⋯⋯⋯⋯⋯⋯⋯⋯⋯．I；⋯(23．1) ．

蔚县⋯⋯⋯⋯⋯⋯⋯⋯⋯⋯⋯⋯⋯·⋯一⋯⋯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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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地区⋯⋯⋯⋯⋯⋯⋯⋯⋯⋯⋯⋯⋯⋯⋯(281)

泊头市⋯⋯⋯⋯⋯⋯⋯⋯⋯⋯⋯⋯⋯⋯⋯⋯(281)l

河何县⋯⋯⋯⋯⋯⋯⋯⋯⋯⋯⋯⋯⋯⋯⋯⋯(233)

肃宁县⋯⋯⋯⋯⋯⋯⋯⋯⋯⋯⋯⋯⋯⋯⋯⋯(286) ：

献县⋯⋯⋯⋯⋯⋯⋯⋯⋯⋯⋯⋯⋯⋯⋯⋯⋯(288)

吴桥县⋯⋯⋯⋯⋯⋯⋯“⋯⋯⋯⋯⋯⋯⋯．．(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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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光县．．．．．．．．．．．．·．．w⋯⋯⋯m．．．”⋯⋯⋯．．．·(292)

南皮县⋯⋯⋯⋯⋯⋯⋯⋯⋯⋯⋯··：⋯⋯⋯．．．(295)
‘

盐山县⋯⋯⋯v⋯⋯⋯⋯⋯⋯⋯⋯⋯⋯⋯⋯·(297)

黄骅县⋯⋯”⋯⋯⋯⋯⋯⋯⋯⋯··．^．⋯⋯⋯”(299)
．， 孟村回族自治县⋯⋯⋯⋯⋯⋯⋯-．．⋯⋯．．．⋯(302)

青县⋯⋯⋯⋯⋯⋯⋯⋯⋯⋯⋯⋯⋯⋯⋯⋯“(303)
2任丘县⋯⋯⋯⋯⋯⋯⋯⋯⋯⋯⋯⋯⋯⋯⋯⋯(306)

海兴县⋯⋯⋯、．-⋯⋯⋯⋯⋯⋯⋯⋯⋯⋯⋯⋯(308)

衡水地区⋯⋯⋯⋯⋯⋯．．．⋯⋯⋯⋯⋯⋯⋯．．．(311)
衡水市⋯⋯⋯⋯⋯⋯⋯⋯⋯⋯⋯⋯⋯⋯⋯⋯(311)

冀县⋯⋯⋯⋯⋯⋯⋯⋯⋯⋯⋯⋯⋯⋯⋯⋯⋯(313)

枣强县⋯⋯⋯⋯⋯⋯⋯⋯⋯⋯⋯⋯⋯⋯⋯⋯(316)

武邑县⋯⋯⋯⋯⋯⋯⋯⋯⋯⋯⋯⋯⋯⋯⋯⋯(318)

深县⋯⋯⋯⋯⋯⋯⋯⋯⋯⋯⋯⋯⋯·⋯⋯⋯“(320)

武强县⋯⋯⋯⋯⋯⋯⋯⋯⋯⋯⋯⋯⋯⋯·．t．⋯(322)

饶阳县⋯⋯⋯⋯⋯⋯⋯⋯⋯⋯⋯⋯⋯⋯·矗⋯(324)

安平县⋯⋯⋯⋯⋯⋯⋯⋯⋯⋯⋯⋯⋯⋯⋯⋯(326)

故城县⋯⋯⋯⋯⋯⋯⋯⋯⋯⋯⋯⋯⋯⋯⋯⋯(328)

景县⋯⋯⋯⋯⋯⋯⋯⋯⋯⋯⋯⋯⋯⋯⋯⋯⋯(330)

阜城县⋯⋯⋯⋯⋯⋯⋯⋯⋯⋯⋯⋯⋯⋯⋯⋯(333)

参考书目⋯⋯⋯．．．⋯⋯⋯⋯⋯⋯⋯⋯⋯⋯⋯⋯(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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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H6b苔i Sh荨ng)地处华北平原的北部，首都北京的

j．周围。东临渤海，西依太行山与山西省相邻，西北，北部与

内蒙古自治区接壤，东北部与辽宁省相连，东南和南部与山东、

河南两省交界，中部与北京、天津两市毗邻。总面积18．77万平

方公里。全省人口5，300．59万余，其中城镇人口727．21万余，农

村人口4，573．37万余。居民多为汉族(占人口总数的08．5％)，

还有回、满、蒙古、朝鲜等41个少数民族。全省分设石家庄、邯

郸、邢台、衡水，沧州，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9个地区和

·，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鄙郸，邢
，

’台9个省辖市，分辖衡水，廊坊、泊头3个地辖市、135个县、

。2个回族自治县、39个市辖区和郊区，58个县辖镇。省人民政

府驻石家庄，距首都北京268公里。 ，一

．．．

河北省简称冀，。别称燕赵、畿辅等。4河北”存为一个地域的

名称起源很早，t据《尔雅·释丘》载：。天“F有名丘五，其三在河

’南、其二在河北。”可见。河北一一词肯定起源于二千多年前的西

．汉，甚至更早到春秋末及战国初期就出现了，当时河(即黄河)

是从今我省南部的大名，馆陶县向东北流至沧州市筻Z东注入渤

+海的，鼻河北弦即指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域，包括现今我省的大部分地

区。。河北骨作为大政区的名称是在唐代才出现的，据《薪唐二留·地

～．理志》载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q始命并省⋯⋯，又因LIJ

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四日河北道⋯⋯斗表明始在黄河以

’北地区置道，故名河北道，当时河北道南部便辖今我省大部分境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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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此匠，我省在宋代初期主要为河北路辖地，后分为河北东．

西两路、元代主要为中书省所辖，明代为京师之领地，清代至民一 =

’

国初为直隶省，并未以皇河北一为省名。“河北骨作为省名只是晓，

近至1928年的事情。因当时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直隶省名不符

实，确需更改，故经当时中央(国民党)第一百四十五次政治会
‘

。

议决议：直隶省改名河北省(见1928年6月27日《申报》)，6月28 ，

日，国民政府又明令予以公布，于是我省便沿用了这个古老的。 ，
反映我省地理位置特征的名称。 _1 “ 。 。、

’．。
。 一‘

我省因古为冀州之域，故简称冀。成书于战国时代我国第一 ，

都地理著作《禹贡》，依山川大势划分全国为九州，冀州为其首。

据《尔雅·释地》载：鼻两河间日冀州一，就是说河北大地为冀州的主 ，+一

要部分，此后历代皆在此置冀州(如汉武帝置冀州刺史部，包括

今我省地，当然其后辖境愈来愈狭)。至于冀州名称之由来，据《尔

雅·释州国》载：鼻亦取地以为名也，其地有险有易，帝王所都，乱

则冀治、弱则冀强，荒则冀丰也。一别称“燕赵一，是因为战国时代 ．，

。七雄”争霸时期，今我省辖域，北为燕国之地，南为赵国之

，域，故有此别称。另外，又因元、明、清三代先后曾建都北京；
。

河北大地是为京畿，藩屏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十分重，

要，故又有一畿辅修之誉，畿辅即指国都附近的地方。 ◆

’ 河北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

早在一万余年以前的旧石器对代，今河北境内就已有人类聚． ．，

。居，在涿鹿以西的泥河湾便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到五。

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遍及西部山区和平原，太行。

山东麓、燕山南麓及山麓冲积平原地带，分布着属仰韶文化、龙山。

’，文化等系统的文化遗址四十七处。原始社会末期的一些传说，不，

少是与河北有关的，如黄帝族最后定居于涿鹿，(即今涿鹿县)，并V

同九黎族首领蚩尤发生了著名的。涿鹿之战骨．此后，又与炎帝部一．

落在阪泉(今怀来县内)一带发生了_阪泉之战一。战后三个部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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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居于中原地区，历经上下五千年，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

’——汉族．可见，河j匕大地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及父系氏族社

1会诸阶段，是远古中国文化发展的中心之·。．：；” ： ：．4．

四千余年前的夏代，传说大禹曾以山川大势，划全国为九州

(注：并非政区)，河北大地主要为冀州之域。禹疏浚河道，整治洪

水起于冀，、I'I，今我省邢台地区中部便可以耕作了(《禹贡》有岛大陆J

既作骨之语)。到殷、商时代，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逐渐演变成地区

性的组织，随后又转化为方国，河北境内见诸史籍的部落计有：潘
、

动在今丰宁县·带的亚氏部落，活动在今易县附近的有易部落，潘．

动在今藁城县境内的朵氏部落，活动在今正定县境内的腐氏部落，

．活动在今磁县附近的启氏部落及磁县境内的受氏部落；封国计有t

今卢龙县一带的孤竹，今承德地区中部的土方，今邢台市附近的苏 、

及主要在北京市附近的燕毫等。西周时期“封诸侯，建同姓”，把

‘占领的土地和征服的人民分封给周王的子弟，功臣或是臣服部落

的首领，建立诸侯国，诸侯又把土地和人民分为若干采邑，封给

卿大夫，这些侯国、采邑便构成了周朝的地方政区。那时河北境

内的同姓封国：北部有燕国和韩国，南部有邢国；异姓诸侯国；北

部有孤竹和蓟等。另外我省南部的邯郸地区为卫国地，北部张家

口，承德两地区为鬼方部族活动地区，+保定地区西部及石家庄地

。’区西北部为北戎族活动地区。：． 一
“t ’

．

+

， 春秋时期，我省北部主要为大诸侯国北燕属地，西部及中南

部为另一诸侯国晋国地，南部一隅为卫国属地，东南部为齐国之属

地。其他地区则分布着邢、孤竹、令支、无终、代、鲜虞、肥、鼓，_

甲氏等小国。此外，今承德地区大部为山戎、东胡等部族活动

+地区，今张家口地区大部及保定地区西北部为楼烦及北戎等游牧 ，

民族活动区域。春秋中末期，各大诸侯国为了便于统治和出于军事

j。需要，开始在国内设县，边地置郡，实为郡县制的初级阶段，也是

’， “。。一．．¨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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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国巳在我省南部置有邯郸，、任县等县。

o战国时代，群雄角逐，诸侯割据。我省北部地区主要为燕国

属地，燕都于蓟(今托京市)，又以武阳(在今易县>为下都。中西

j部的石家庄地区大部、保定地区南部及邢台地区的北部一隅，为狄

i人所建中山国属地。中山初都于顾(在今定县)，后徙都灵寿(在
’

．今平山县三汲公杜)。中部，中南部及张家口以西地区，在公元前

‘·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遂成为赵国之属地，赵初都于晋

阳(在今山西省)，公元前386年始徒都于邯郸(在今邯郸市西

：
‘

南>。另外，今邯郸地区南部一隅为魏国属地，今沧州地区东南部

仍为齐国属地。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以后，我省便主要为

燕、赵两国地。战国中、末期，各诸侯国在内地的县之上也纷纷置

郡专管军事，这样由郡辖县的关系也就形成了，只不过由于各国

分裂，并非是海内统一的郡县制。那时赵国在河北置有代郡及河
． 间郡，代郡巳辖有三十六个县，燕国约在昭王时(公元前311

年一前278年)置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诸郡，上谷郡辖县也

达三十六个，足见我省政区设置历史之悠久。
。

．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将春秋逐渐形成、战国普遍实行，但备．

，、 国互不统一的郡县制，推行于全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匝 。

7

十多郡，郡下辖许多县。秦朝在河北境内陆续设置了八个郡，即灭

燕之后，仍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三郡，并增置广阳郡，灭赵之后，

!设置邯郸、钜鹿、代郡三郡，并亏+公元前221年之后，析邯郸郡北部地

。区增置恒山郡。此外我省最东南部大名县部分地区，属东郡，今淮

州地区东南部属济北郡，今唐山、索皇岛两市南部地区属辽西郡，

，西部赞皇县部分地区属太原郡，西南部的涉县部分地区属上党郡，

西汉初期，都和王国同为地方高级行政区划，至武帝时，除

。都城附近的司隶都外分全国为十--N史部(并非一级政区，为督

．察机构)，因大多以《尚书·禹贡》，《扇车0’：轵方》+所载。之州为二

．名，赦又称十三州。当时河北北部主要属幽州刺史郭，中南部属’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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