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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宏英

石家庄市历史悠久，人文芸萃，是历史文化资源深

厚的地区。多年来，我市的史志工作者和有识之士，对

石家庄的历史和石家庄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多层面的研

究，从不同侧面挖掘和展示了石家庄的历史文化资源。

市政协也组织力量，相继编辑出版了《石家庄历史文化

精华》、《石家庄历史文化丛书》。现在，又编著出版了

《石家庄历史图鉴》。

这是首部研究石家庄近代史的专著。该书图文并

茂，史料翔实，大部分历史事件都配有珍贵的历史照

片，具有很高的存史价值，在石家庄城市历史研究领

域，利用编年体，通过图片、文字并用的方式，这可以

说是一个创例，其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都是

不言而喻的。

研究石家庄近代史，是石家庄历史研究的重要课

题。石家庄是新兴的城市，石家庄的近代史，就是石家

庄城市化进程的历史。研究石家庄近代城市化历史进

程，对石家庄现代化建设大有禅益。综观石家庄近代

史，我们可以看到，石家庄的城市化进程有 3 个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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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第一，大交通业是石家庄城市化的诱因和前提。有

人说，石家庄是铁路托起的城市，是火车轮子拖来的城

市。正是石家庄的燕晋咽喉、南北通衡的交通地位，造

就了石家庄的区位优势，成为京汉铁路、石大铁路交汇

点，随着近代铁路的创建而崛起，而且随着交通地位的

不断提高，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20 世纪初，以交通为

基础，工商云集，人口增加。到 20 世纪 20 年代，逐步

取代获鹿县城的经济地位，成为大行山东麓重要的物资

交流中心 20 世纪 40 年代，成为京汉、石大、石德 3

条铁路交汇的中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逐步取

代正定，成为控扼大行山以东河北平原交通要道的中心

城市。

第二，工业化是石家庄城市化的基础。现代大工业

兴起和发展的进程，就是石家庄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1907 年竣工技产的正大铁路总机厂、 1914 年兴建的焦

化厂、 1921 年建成技产的大兴纱厂、 20 世纪 20 年代初

兴起的电力工业，以及随之而兴的商贸服务业，使石家

庄人口增加，结构改变，使城区扩大，成为这一带的经

济中心。

第三，近代反帝反封建运动是石家庄城市化的推动

因素。石家庄近代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历史，也

是一部革命斗争史。从庚子年清末爱国将士在这里抗击

英法联军，到 1907 年第一批产业工人团结一致修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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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桥;从民主革命先驱吴禄贞在这里策划燕晋联军起

义，到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党的支部;从正大铁路如

火如茶的工人运动，到抗日战争中石门的地下斗争;从

解放战争"攻克石门"的"夺取大城市的创例"到管

理城市"提供了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都为这座城市

写下了不朽的历史篇章，使石家庄在血与火的洗礼中，

逐步成为冀中冀西的政治中心。

由此可见，交通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的形成

过程，是石家庄完成城市化的过程。研究这段历史，对

于加速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石家庄近

代 50 多年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系统、

全面、准确、翔实地记录近代石家庄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等历史，是发掘历史文化，弘扬革命文化，教

育后人，勿忘国耻的有益工作。

这部《石家庄历史图鉴)，就是系统、科学、真实

地记载石家庄近代历史的一部力作，是对市民进行爱国

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部好教材。

该书作者杨俊科同志，是一位老革命干部，少年时

代参加革命，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新中国

成立后，历任企业的党委秘书、党委书记，还曾长期在

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工作。工作之余，潜心搜集资料，

系统研究石家庄地方史。 1986 年，被市委、市政府聘请

为石家庄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顾问、《石家庄市志》副

主编。在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先后与人合作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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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史志论稿》、《大兴纱厂史稿》等专著，启动了

《石家庄地方史志丛书》的编著，主编了《历史文化名

山一一封龙山>，主持编篡了《石家庄第一印染厂志>;

主持创办了《史志文丛》专业期刊，并组织了在全国地

方史志领域很有影响的"神龙杯"地方志理论征文活

动，主编了《中国地方志探论}，得到了国内一些著名

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离休之后，他仍致力于研究石家

庄近代历史，多次自费到北京、南京、武汉、保定查阅

搜集资料，自费收购有关图片资料，访问各方面的历史

当事人和有关专家，经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研究

石家庄地方史的力作一一《石家庄历史图鉴》。

更为可贵的是，他还将长期搜集的石家庄大兴纱厂

的历史资料，无偿捐献给石家庄市档案馆，提供社会所

用，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时值杨俊科同志《石家庄历史图鉴》付梓之时，谨

以为序，对杨俊科同志辛勤劳动的成果表示祝贺，预祝

这位老同志青春不老，笔耕不辍，为我们奉献出更多、

更好的精神产品。

2003 年 6 月于石家庄

(作者现任石家庄市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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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

五月

十七日 山西巡抚胡聘之上奏清政府，建议修筑正太(直隶

正定府至山西太原府)铁路，并与芦汉(北京芦沟桥至汉口)铁

路衔接。所需费用由山西省商务局向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借

款。六月九日朝廷批准胡聘之奏折。

七月

八日 华俄道胜银行得到修建正太铁路的借款权，遂即推

荐了法国铁路工程师越黎抵华进行调查。

是年

A 石家庄南部一带农民，响应白莲教起义的号召，聚于封

龙山抗捐、抗税，遭正定府与元氏、获鹿、赵县合兵围剿，数月

后被镇压。

A 清政府为迅速建成芦汉铁路，改官办为官督商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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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四月

二十日 正太铁路线路调查结束。越黎认为:这条铁路地势

虽然险要，但物产丰富，有修筑铁路之必要。胡聘之据此上奏。

二十三日 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奏准以铁路为担保借款

筑路。

是年

A 清政府命王文韶 、 张之洞督办芦汉铁路。

6. <直隶赵州志》付梓。孙传拭修，王景美等篡。全志十

六卷，首尾各一卷"专志本州"不及属邑。

6. <赵州属邑志》付梓。孙传棋篡修。属邑柏乡、隆平、

高邑、临城、宁晋五县，不及本州。孙传拭在修毕《直隶赵州

志》后，又陆续收到各邑送来许多材料，据此，又赛成《赵州属

邑志》八卷，附于州志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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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四月

二日 山西巡抚胡聘之委派商务局曹中裕同华俄道胜银行代

理人瑛科弟进行谈判。签订了正太铁路借款合同，合同规定线路

由正定南之柳林堡至太原全线长 5∞华里，工期 3 年，借款

2S00 万法郎，合华银 680 万两。该银行即邀集法国费务林公司、

法国拔地吾建筑公司、法国克来苏钢铁厂等企业组成实业团进行

实施，并派测量队抵华进行精密测量。

A 井隆县南正材张凤起，购买横西武生马会廷土地 18 亩

为矿区，呈请县署转禀直隶总督批示开采煤炭。五月获准。

是年

A 获鹿县对全县 198 村人口进行了统计，全县共有 27273

户， 140687 人。

6. <平山县续志》刊行。熊寿钱修，周焕章篡。全志八

卷，末一卷。该志门目虽多，但内容不多。

A 另有《平山县新编乡土志》一册，甚简。

A 井隆知县言家驹在井怪县白石岭路旁立《兴利除弊碑》

一通。记述井腔驿路驿务之繁重及驿务改革之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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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 

五月

+七日 义和团首领赵三多、朱九斌、刘化龙等在正定隆兴

寺与附近各坛大师兄秘密集会，决定联合起义，并议定将梅花拳

改为神助义和拳。

六月

十二日 华俄道胜银行禀称:正太铁路修路物料，原拟用轮

船径运至撑沱河南岸柳林堡。唯查该河下游一带水浅，不能行驶

轮船。要求将柳太铁路之始发站由柳林堡向东略展 200 余里，改

在武强县属之小范镇。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答

称柳太铁路未便率改现在柳太铁路已由保定府展筑，计

不久即造之正定府，该公司所用物料等件，尽可由正定府铁路运

输，较由内河轮船运输更为便捷，更无劳费之力。"

十二月

二十日 何枢接替胡聘之任山西巡抚。他反对修筑正太铁

路，向朝廷奏称臣几经熟思审处，旁参舆论，体查情形，觉

其利之有元，渺不可知。而流弊则诚难免矣!现在晋民谈及路矿

两端，靡不痛心疾首!。"

是年

A 张凤起因资金匮乏，赴天津招募股本。遂与在海军任提

督的德国人汉纳根共同订立试办草约二十条，被直隶总督兼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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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裕禄驳回。张、汉二人复具理由径呈路矿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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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

一月

五日 获鹿县令率兵将获鹿县一义和拳场捣毁。

二月

三日 义和团运动在正定县发展到了十余个村庄。

三月

二日 直隶总督裕禄发布严拿惩办义和拳首犯，禁止人会习

拳的告示。

五月

A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拆铁路，割电线，杀洋人，反侵略斗争

如火如荼。几个月的时间，横扫河北、山西各县，威震平津，波及全

国。石家庄附近各县外国传教士纷纷逃入正定府教堂中躲避。正

定县义和团散发揭帖，扬言要攻打正定教堂。

十月

十八日 法国军队侵入正定。法军进城后，疯狂进行打砸抢。

正定总兵重履高被殴打，正定守军枪械库被搜掠一空，商号被抢。

尔后，法军由正定继续南下，经过石家庄、元氏，直逼大名、磁州。

中旬 驻获鹿的清军湖北武功营，因兵力不足，退屯井怪。

A 清廷命清军董福样部扼守获鹿、井腔，毓贤部扼守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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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德法联军西进。

二十六日 逃难到太原府的清廷慈禧、光绪一行，闻联军由井

怪县继续西攻固关两宫及王宫大臣闻之均如惊弓之鸟遂决定

继续向陕西转移，是日到达西安府。

十一月

二+日 法军侵入获鹿城。

下旬 清廷新任命的大同总镇刘光才，由江宁取道山东、河北

赶赴大同上任。行至奕城时，接到山西抚提院电，说已奏准皇上，

嘱刘光才不要再去大同，可统领忠毅、湘劲等各军在井睦一带设

防，以堵御洋人。

二十九日 就在刘光才率部离奕城经元氏赶赴井腔之际，法

国步、骑兵一队，携大炮多门，从获鹿出发沿白鹿泉西小路人侵井

旺。当行至井隆境内平望材时，两门大炮车轴折断，不能前进。法

军头目以为是不祥之兆，又闻清军将至井怪，情况不明，遂退兵获

鹿，以为长久之计。

十二月

二日 刘光才率部抵达井匠，将指挥大营设在大镇微水。并

在微水附近的长岗、横口材驻以重兵，以成精角之势。又分别派兵

在东部的白石岭、方岭、割鬓岭、岩峰等交通要冲之地，据险设防。

+一日 驻获鹿法军乘清军初至防守未绪之际，出动步骑数

千人，突然向井怪东线要隘东天门(即白石岭亦称白皮关)发动进

攻。防守东天门的协镇李永钦部，依靠有利地形和抢修的工事，居

高临下，英勇进行阻击。经过半天激战，法军伤亡惨重，其指挥官

亦被击伤，被迫于午后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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