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无极县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热爱无极县人民。捧读《无极县志》，茅塞

顿开，浮想联翩：原来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县份，不仅依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悠

久的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彪炳汗青，而且还以绰

约崭新的楚楚丰姿引入注目，从而使正在崛起的新兴无极能够阔步走向世界。

我们躬逢其盛主持县政，深感欣慰与荣幸，亦觉使命重大，任重而道远。

无极县，雄踞冀中大平原，滹沱河之畔，毓秀钟灵，水土膏腴，自然条件

优越，农业生产发达，是河北省富甲一方的。粮棉之乡’’。然而，历史上天灾、

重赋、兵燹连绵，使经济萎凋，民生困敝。1927年，中国共产党无极县地方组

织应运而生，给人民带来了曙光和希望，从此，无极县走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

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前进道路上几经曲折，但是共产党依靠广

大群众的艰苦努力，依然取得巨大的成就。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推动和促进了

经济建设，给无极县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扭转了过去单一的农业经济格局，

形成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支柱的崭新态势，全县人民用自己无穷的智慧和

顽强的拼搏精神，浓墨重彩描绘着更加辉煌的明天。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代当政者重视编修地方志。无

极自建县至今，悠悠两千余载，有识之士，8次编修县志，4种佚失。清康熙、

乾隆、光绪和民国4种版本虽一一付印成书，但历经战乱，今存寥寥。邑志失

修，已逾50余年。正是这半个多世纪，当属新编县志的主体。60年代初期，无

极县曾有修志之举，复因行政区划变更而辍笔。改革开放以来，河清海晏，政

通人和，中共无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烛见修志意义之重大，乃于1986年运筹擘

划，着手编纂《无极县志》。几年来，在各级党政领导支持下，在专家指导和各

方通力协作下，全体编纂人员广征博采，去芜存菁，四易文稿，终于不负众望，

完成此项浩瀚工程，卒得付梓问世。 ，，，
．

新编《无极县志》，纵贯古今，储地方文献，横涉各方，存百科全书，一方

乡风，展卷可得。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记叙和反映了各

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兴衰变迁以及兴利除弊的经验教训，将全县的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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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熔铸一体，诚乃了解无极、研究无极和建设无极“一方之全史"，具

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这为我们充分掌握县情，确定施政方针，决策

建设谋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历叉借

依据，充分发挥出“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

值此《无极县志》出版之际，我们谨佝为《无极县志》的编纂和

贡献的同志致以由衷的谢忱。它的问世，是全县人民的大事，是社会

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必将对今后无极县的改革开放

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魂系无极，情同桑梓，愿同全县45万

兄弟一起，汇总八方生气，励精图治，艰苦奋斗，一个繁荣昌盛的新

将沐浴着朝阳，展现在光华四射的神州大地上。

欣喜之余，谨以为序。

’

中共无极县委员会书记刘

无极县人民政府县长靳海

一九九二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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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无极县地处河北省中部，东向平原，西倚太行，南临滹沱，北望京畿。总

面积524平方公里。境内地势平坦，西高东低，呈缓坡倾斜，绵亘数十里，膏

壤沃野。气候四季分明，光热资源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是河北省粮、棉、

油主要产区之一。1988年，全县辖6个镇、14个乡、210个行政村，有汉、回、

满、蒙古等8个民族，248个姓氏，总人口429945人(其中农业人口413144人，

占总人口的96．09％)，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20．5人(比河北省多511．5人，比

全国多704．5人)。全县耕地面积532100亩。县治无极镇。

在这块丰厚的土地上，记载着无极县的悠久历史。

远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类活动。商代中、晚期开始定居和繁衍生息。

春秋时隶属鲜虞国。秦时归钜鹿郡。西汉时附中山郡。秦建苦陉，西汉置毋极。

随着朝代的更迭，政权的交替，县名数易，曾称汉昌、魏昌、晋昌、隋昌、唐

昌、陉邑。至唐武后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始定名无极，沿用至今。

文献记载，无极乃。介燕赵之交，弹丸黑子之地’’，“虽蕞尔邑，实常山之

襟带，右辅之岩疆，绸缪区划以调畿南之荣卫，而固上谷之雄蕃，殆有甚于他

邑者也”。境内先后建有苦陉、安乡、新城、无极、康王、东门6座古城堡，形

势险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赵国大将廉颇雄踞县北，驻屯精兵，迎击

燕军。东汉刘秀亲征王郎，驰骋无极，所向披糜。东晋前燕王慕容偏兴师万众，

发动“魏昌之战"，斩杀大魏皇帝冉闵。唐将郭子仪、李光弼联军大败史思明于

无极，杀戮数百。明初燕王朱棣统“靖难之师"讨伐惠帝，铁骑横踏无极境，践

杀死者不可胜计。闯王李白成率部往返数次穿越县境，征讨明军。清中叶，太

平天国军绕经无极，追剿北逃清兵。民国时期，封建割据，军阀混战，县内土

匪出没猖獗，官吏横征暴敛。日本侵略军铁蹄侵入，烧杀掳掠，人民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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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池鱼之殃。

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内忧外患，残酷的封建压榨和剥削，激起天怒人怨，人

民铤而抗争。东晋中山人苏林在魏昌自称天子，聚众数百，揭竿而起，直捣官

兵。明末，清军压境，杨子凤率县城干名军民英勇抗击，城破之时举家殉难。清

末，八国联军过境扰民，无极县义和团首领张大环广招四方尚武义士，烧教堂，

杀洋人，“灭洋灭教”呼声连天，朝廷为之震惊。民国初年，数百名教师、学生、

商人、农民在县城集会，声援孙中山护国讨袁运动。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无极县的志士仁人和人民群众，在反对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虽然迭经反动势力残酷镇压，但始终是前仆

后继，此起彼伏，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高克谦、解学海、

曹子馥、刘毅之、刘洪涛等共产党人，在县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农民

运动，于1927年12月成立第一个党小组，1929年2月组建第一个党支部，1931

年4月中共无极县委应运而生。此后，通过工会、农民协会、小学教师联合会

等组织，领导各界群众抗租、抗息、抗税，罢课、罢工、罢市，进行反帝、反

封建斗争。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值此国难当头、哀鸿遍野之际，中

共无极县委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亲切关怀

下，首先建立起抗日义勇军和农民武装。这支队伍高擎猎猎战旗，仗剑卫国，在

贺龙指挥的八路军一二O师支持下，与马本斋回民支队密切配合，开辟抗日根

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同全县人民一道进行了长达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

得反击日本侵略者的重大胜利。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解放战

争时期，全县人民在开展土地改革的同时，先后派出近4万名民兵民工，随从

晋察冀野战军杨成武部、杨得志部，历时3年，跨越河北、山西、绥远、察哈

尔、热河5省，辗转行程近万公里，完成解放新乐、定州、正定、元氏、张家

口、新保安等县市和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战役支前任务，荣立过战功。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全县有2077名烈士为国捐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

动家高克谦英勇就义于石家庄市郊；冀东农民运动领导人解学海在丰润县惨遭

杀害；八路军优秀指挥员赵振亚血洒津浦铁路东；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五支队

创始人之一翟司升遇难于山东乐陵县境；中共无极县委第一任书记刘毅之以身

殉职于永定河畔。在无极县工作的外籍军政重要干部陈儒和、马良柱(回族)、

肖土之、张志远等舍妻别子，背井离乡，抛头颅、洒热血在无极大地上。千百

万烈士的牺牲和无数前辈的奋斗，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无极县开始了历史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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