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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蔚县志》即将出版，这是全县人民所关心的一件大事，是我县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项可喜成果，我特向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蔚县这块土地上生活居住，其后一朝兴起，一朝

灭亡，几经沧桑，直到1929年蔚县建立第一个中共党小组，蔚县人民才见到曙光，

开始觉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蔚县有上

千名抗日英雄、爱国志士献出宝贵生命。全国闻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马宝玉烈

士就是其中的一位。有上万名蔚县儿女参加革命军队，驰聘疆场，不怕牺牲，勇敢

战斗，创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有成千上万的蔚县人民，组成运输队，冒着枪

林弹雨，把蔚县小米和其他军用物资运往前线；又有多少蔚县劳苦百姓，为子弟兵

送情报，护伤员，运粮食，有的为此死于敌人屠刀之下⋯：”

解放后，蔚县人民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使全

县的农业、工业及其它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全县人民同心同德，大胆创新，锐意改革，各项事业日益振兴，人民生

活逐步提高，开创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这部新编志书，在辑存蔚县珍贵历史资料的同时，以大量篇幅记述了蔚县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各项事业的巨大变化、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绩以及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以无可辨驳的客观事实证明：没

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蔚县人民的翻身解放；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蔚县人

民的幸福生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蔚县目前的经济繁荣与发展。 ．．

蔚县人民是可爱的人民，蔚县土地是可爱的土地。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党的

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蔚县的未来一定会更加富裕、文明、美丽的。

中共蔚县县委书记安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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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是人类精神文明

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新编《蔚县志》即将出版，我作为一名蔚县人，感到分外高兴，

特向县志办公室全体同志致以真诚的谢意!

在历史上，蔚县有过多次修志活动。光绪《蔚州志》载：“旧有‘志’，止于嘉靖戊

戍(1538年)”，后经七次修志，为后人留下宝贵财富。本次修志于1985年开始准

备，1991年底完成初稿，1993年6月完成总纂稿，这是自清光绪《蔚州志》之后相

隔一百多年的又一本刊印志书。新编《蔚县志》以丰富的资料，记述了蔚县的自然

地理、历史事件、物产资源、建置沿革、历代名人、名胜古迹、经济状况、科技发展、

文化教育、民俗风情等多方面情况，为人们了解蔚县，热爱家乡，振兴蔚县提供了

有益的教材。

新编《蔚县志》以大量事实，反映了蔚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

成就，特别是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蔚县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一现实。这是党的英明领导和全县人民奋发图强的结果，也是

县委、县政府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广大干部努力工作的结果。同时，我们也

要看到，蔚县与其他先进地区比还有差距，所以我们要为振兴蔚县更加努力工作，

使蔚县人民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通观全志，我感到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蔚县的历

史与现状；二是写出了蔚县的特色；三是反映了时代特征。虽还有不尽完美之处，

但我相信，这样一部志书的出版，对于蔚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肯定是大有裨益的，也一定会惠及子孙的。 ．

蔚县人民政府县长韩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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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小序，下设章、节、目，横排门类，事以类从，纵向记述，述而不论，必要的论述，

力求扼要。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重要资料在编、章、节尾设附录。一律用

第三人称，采用语体文，在内容记叙上详今略古。

四、人物：生人不立传，立传人物以蔚县人为主，兼载在蔚县有贡献的客籍人

物。对少数劣迹昭著者亦予立传，以儆后人。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排列。

、五、纪年：清代及以前于朝代年号之后加注公元纪年，朝代纪年用汉字，公元

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后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

六、地名及其它名称：地名和机关名称，一般为1988年的现行名称，历史地名

夹注今名；俗语和土名夹注书面用语。
’

七、计量：建国前以公制为主，兼用旧制；建国后一律用法定计量单位。
‘

八、数据：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主，统计部门不掌握的，采用职能部门的数据。
， 九、资料：主要来自县直各单位提供的专业志以及档案馆、统计局、历代史籍、

州志、县志、专著和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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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概 述

蔚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最

南边。地理座标东经114。11’"'115。04’，北纬

39。33’～40。127。东邻涿鹿县，南接涞源县，西

与山西省广灵县毗邻，北与阳原县接壤，东

北、东南、西南分别与宣化、涞水、山西省广灵

县相接。南北最大距离71．25公里，东西最大

距离74．55公里，面积3220平方公里。1988

年底，全县辖10个镇、23个乡、736个行政

村，人口417019人，耕地142．38万亩。

蔚县，古老而文明。

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黄土

地上生息繁衍。商汤王(约前17世纪初)封代

国。战国时，名赫古今的西楚霸王项羽曾携赵

王歇来此，立歇为代王。汉代大将韩信、张耳

进兵于此，俘赵王歇，置代郡。南北朝时置蔚

州。唐宋时期，是汉与少数民族争夺之地，成

为著名的古代战场。明清之时，才较为安定。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蔚县人民用他们

的智慧和双手创造出璀璨的古代文明。早在

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8年)，就修筑了绵绵

千里的长城，史称赵长城。辽金时，建筑了巍

峨屹立的南安寺塔，其后又建造了众多的古

朴典雅、工艺精美的楼阁庙宇，如玉皇阁、释

迦寺、华严寺、灵武寺、重泰寺、水过凉亭、八

角井等(省县文物保护单位)及村村都建有的

土地庙、山神庙、关帝庙、古戏楼，真是争奇斗

艳，各具特色。这里还遗存着元代大书法家赵

盂颗所书的杨赞碑，历代有很多文人墨客来

此观赏临摩，拓碑珍存。一位考古学家说：“蔚

县就是一本考古学教课书。”

蔚县的能工巧匠远近闻名。皮毛匠(俗称

毛毛匠)、麻绳工，凭着他们的高超技艺，走南

闯北，吃遍大半个中国。蔚县剪纸，经过几代

人的努力，已成为独具风彩的一枝民间艺术

奇葩。蔚县地毯、金丝挂毯，做工精细，图案典

雅、华丽，质量上乘，为世人所叹服。蔚县烧制

的砂器，质薄而坚，造型古朴美观，煮出的饭

’菜，格外味香，凡来蔚者，都要带回几件，以备

炊用。蔚县的饮食文化，独具特色，当地风味

小吃达几十种，民间赞誉道：“荞面愉铬豆面

粉，‘哈猴’包子于尖饼；水晶粉坨豆腐脑，花

椒饼子慢火烤}五香豆干硬筋香，八大碗儿席

面上。” ‘’．

蔚县在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中，涌现出大

量智者贤能，仅进士、举人就有355名。除尹

耕、马芳、郝杰、魏象枢、李周望等这些朝廷大

员外，“芝麻官”举不胜举。尹耕所著《两镇三

关通志》，是一部中外很有影响的名志，魏象

枢的《寒松堂集》、《知言录》等在文学界和学

术界也颇具影响。

蔚县是革命老区。

1929年1月，中共党员张苏回县任教育

局长，办起西合营师范学校，开始传播马列主

义和进步思想。7月，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建·

立，1932年成立中共蔚县工作委员会。共产

党的活动，在蔚县人民心中播下革命的火种。-J

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抗捐、抗税、反．，

封建斗争接连不断，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

阶级的嚣张气焰。1937年9月，日军侵入蔚．

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生灵涂炭。10月26．

日，八路军115师杨成武独立团收复蔚县，时

间虽仅1个月。但给蔚县人民留下只有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劳苦大众才

能翻身得解放的信念。其后，为将侵略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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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府，组织起抗日武装队伍，与日伪军展开

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此期间，粉碎了日伪军

的多次扫荡，还发动群众进行了锄奸、反霸、

反特、镇压地主的反攻倒算等斗争，在根据地

开展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和大生产运动，有

力地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权。经过八

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日本侵略军。此后又经

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蒋家王朝的

统治。

， 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推翻反动统治，蔚县

的父老送子参军参战，妻子送郎上前线，广大

民众组成伤员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将蔚

县小米和其他军用物资运往战场。作为老区

的蔚县人民，为祖国的解放，民族的独立作出

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有成千上万

名蔚县百姓死于日伪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

有上千名蔚县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全

国闻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马宝玉烈士就是

其中的杰出代表。

1948年3月24日，蔚县人民终于迎来

了解放。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

民从此站起来了l蔚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

既无阶级压迫，又无民族压迫，更无兵祸匪

乱，社会之稳定非昔日可比，人民真正当家作

了主人，走上了安定、幸福的康庄大道。

．二

蔚县，山高秀丽，物产丰富。

巍巍的大南山，系恒山余脉，群山之中有

河北省的最高峰小五台山，高2882米。山势
一

巍峨，峰峦起伏，森林叠翠，树木参天。这里不

仅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而且是游览胜地。《察

’啥尔省通志》对小五台山美景赞誉道：。东台

高千仞，夜登其台，早起观日出，红轮闪烁，若

海水涌浴而出之，极为奇观。其下角汤浴寺，

其下，上谷郡之山川，一揽可尽，其阴有石室，

室有石床九，俗所谓九条炕也。东麓为铁黎

寺，创自清初⋯⋯。又有金河寺，即辽时饭僧

处⋯⋯，下有沸泉四、五处，深不可测，其涌如

油沸，中有石，大如球，随水上下，人称为油

瓮，洵属可观。中台久废，但诸峰罗列如儿孙

耳。南台有那罗洞、白象石、放光石、飞龙池诸

胜。”现在，虽交通不便，但每当夏日，游览观

光者仍不乏其人。这里有植物674种，动物

86种，昆虫类已采到的标本1500多种，堪称

河北省动植物之宝库。此山有国家一级保护

珍禽褐马鸡。曾有人在此猎到过虎，70年代

有人见过虎，当地人称为黑虎。60年代北京

动物园在此捉到过响尾蛇，1988年发现过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小五台山不仅是个

森林资源丰富、风景优美的处所，而且在地

质、人文、考古、生物资源、气象研究、教学实

习诸方面有着极其宝贵的价值。1983年9

月，建立起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

在北部低山丘陵区中，有264平方公里

的地下是煤的海洋，储量达15亿吨，具有埋

藏浅、倾角缓、瓦斯小、矿井涌水量小等优点，

是河北省唯一需要大规模开采的一块资源。

蔚县煤质优良，燃烧性极强，远销张宣京津等

地，深受广大用户欢迎。

县境内还有铁、莹石、重晶石、大理石、石

灰石、珍珠岩等矿藏，储量丰富，有些矿藏具

有很高的开采价值，正等待着人们去开掘。

中部河JII地区，地势平坦，水源丰富，有

“米粮川”之称。蔚县小米，曾作为贡米送往京

都。蔚县黍子，省内有名，将其磨成面，做成

糕，香甜可El。当地人走亲访友总要带上点，

被视为罕物。白乐、代王城等乡镇所产大米，

颗大色白，晶莹透亮，外地人专程来此购买。

另外，山区和丘陵区所产莜麦、马铃薯、蚕豆、

大豆、豌豆、养麦以及川区的各种杂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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