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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探讨是历史地理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是其他

史地研究的基础 O 在历代行政区划变迁大势已大体勾勒清晰、断代政区地理研

究(主要针对高层与统县政区)也日趋深入的现今，针对某一区域内的县级行

政区划的具体而微观的纵贯研究，从而使政区地理研究向纵深拓展，便显得愈

发迫切与重要。谆其骤先生曾经说过县是中国历代政区最基本的一级，我们

当然得把县级政区的废直、分并、改名、改变隶属关系、治所迁徙和辖境伸缩

一一都搞清楚，才有可能把中国二三千年来的政区变化彻底理清楚。" C{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序p) 因此，当我看到王金富先生的《赤城历代行政区划》一

书的初稿时，眼前为之一亮。

王金富先生是一个有心人，他在从事编慕赤城县地方志之余，将其中涉及建

直沿革的部分，扩充整理，独立成篇，最终撰就了这部《赤城历代行政区为吟，完

成了即使在专业史地研究者看来也是颇有难度的工作，其精神着实令人钦佩。

纵观王先生的这部五易寒暑的著述，可以看到其中所付出的巨大投入，也

可窥知作者试图将诸多相关问题加以澄清的良苦用心。赤城县历史悠久，即使

不论最先出现在《史记》中的"造阳仅从北魏邸道元《水经注》所记载的

"赤城"之名来说，距今亦有一千五年余年的历史了 O 面对跨时段如此之长的赤

城建直沿革，王金富先生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史料，然后条分缕析，娓娓道

来，显现了清晰的写作思路与驾驭史料的娴熟技能。

富有创新意识，是本书给我的最先印象。由于王金富先生这部著述在县级

行政区划研究领域尚无先例可资借鉴，在谋篇布局、具体论述等诸方面都需要

自己去摸索，其难度可以想见。从现在完成的这部书稿来看，虽然在一些地方

不无商榷之处，但从整体上来看，还是较好地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的，且无疑

可为以后的同类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对明清民国以降有关赤城县的区划沿革资料的丰富呈现。

作者利用工作条件的便利，掌握了大量的相关史料，特别是一些数据的运用，

使得本书对这一时期的考证与论述皆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同时也为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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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历代行政区划

研究者今后利用这些资料提供了便利。

力避平铺直叙，带着问题进行阐述，是本书在在可见的论证方式。针对有

关赤城建直沿革方面的史籍所载不够清楚甚或存在矛盾之处，王金富先生并未

采取避重就轻的简单处理方法，而是敢于一个一个地啃硬骨头，最终将问题解

决或至少提供一个从目前来看比较合理的答案，从中反映出王先生认真求实的

研究态度与朴实谨严的学风。

追踪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在适当之处加以利用，这是本书有别于一般

地方学者著述的明显不同之处。如书中对周振鹤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行政

区划通史》的大量引用、对一些硕、博士论文研究的采纳，等等，皆凸显出作

者平日对当今历史地理学界相关研究的高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作者在

从事具体研究时所具有的前沿意识。

要之，王金富先生的这部《赤城历代行政区划> ，是一部精心倾力且资料颇

丰的著述，凡是对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变迁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展卷一读，相信

一定会有所收获O

我本人虽然一直从事历史政区地理领域的研究，但具体到王金富先生书中

所涉及的赤城县历代行政区划，实在了解的不多，知道的也较为有限，所以，

当素未谋面的王金富先生最初索序于我时，深感任务艰巨，恐无力完成。但之

后王先生的多次盛情相邀，令我感动，自觉却之不恭，故勉力而为，将我阅读

此书的一些印象与粗浅感想写在上面，不敢言序。

号。对
二0一五年四月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专主五
李晓杰简介:

李晓杰. 1965 年 12 月生于河北省唐山市。 1988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1988 年至 1991 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工作，任助理馆员。 1996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

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2∞1 至 2∞2 年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2∞3 年至 2∞4 年度任大阪大

学文学部 COE 研究员。现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政治地理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历史

政治地理、《水经注》、中国古代史及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

著有《东汉政区地理>> (1999) 、《体同经野 历代行政区划>> (2∞4)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先秦卷>> (2009) 、《疆域与政区>> (2011)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 (2014) 等。发表学术

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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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部哈金量"颇高的好史书

刘文锦同志推荐的这部《赤城历代行政区划~ ，我看了两边:第一次通读，

50 多万字、图、表、注释俱全，厚厚一大摞，居然读进去了，还产生了兴趣;

第二次择重读，画圈打勾，引发了思索和感想。不禁点赞:纵向看，写的何止

是一个县的行政区划沿革?实际相当于一部赤城县通史。横向看，不仅写了赤

城县，而且写了张家口、察哈尔、河北省的不少地方，延展面广了去了。一句

话:含金量高!

为什么这样说?

一、文字简洁而不枯燥，内容详尽且精准。由于语句流畅， 2000 年来的建

直沿革娓娓道来，读得有趣，不显得干巴。如写唐时武德年间赤城、龙关地的

归属时，讲了高罢足率僧人拥斋众而反，建大来国。而高开道突袭怀戎县，击

退高罢鼠的军队，自称燕王的故事。正如历史学家樊树志先生所言历史应该

写得好看，讲得好听，已经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历史要从象牙塔里面走出来，

为大众所接受。"

该书在论证每个时期赤城一带的区划变动时，做到了有依据，标出处，明

定论，不含混。有争议或意见相左的、史志存疑的，都要多方考证，寻求准确

答案，详细加以说明 O 实在难以考证的，也要告诉读者"缺乏直接证据，待

考"。比如，第二编第二章第三节之四，论及"赤城镇"建直沿革时，引用了

《水经注~ <资治通鉴~ <北魏政区地理研究~ <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唐

代交通图考~ <北齐地理志~ <宣化府志》等史籍有关北魏"六镇"的记载，进

行比较验证，从而发现以往一些志书里"屡见不鲜"的"断章截取、机械抄书，

给读者造成误解"的毛病，最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二、纵向深入、横向延展，一瓶水成了一桶水。该书写的是现今赤城县的

行政区划变迁，作者为了说深、讲透、搞准确，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博采众长，沙里淘金，掘取本具。区区一个县的行政区划沿萃，通常有 10 -15 

万字即可完成。用一位朋友的话说再多了也写不来了"。而这本书却用了五

年，写了 70 多万字!是注了水吗?不是;是采用了困难时期有些大食堂做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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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历代行政区划

明的"蒸晾法"吗?也不是。这本书里全是干货!打个不见得恰当的比方:不

但给你一瓶矿泉水，还赠送一桶原料山泉水。

我们不妨看看该书的框架结构:全书三编(综述、建直沿革、区划沿革)、

七章、二十四节(八个时期)、五十八目，图 79 幅、表 93 张，附录七篇:张家

口、察哈尔省、河北省、赤城县各乡镇的行政区划沿革，以及"一段被忽略的

赤城、龙关历史"。点、面兼顾，一应俱全，可谓纵深、全面、详尽，图文并茂

矣，一部上下越千年的县史卓然而立。有鉴于此，建议编者将书名改为《赤城

县行政区划史》才好。

二、"还原不畏事繁" "求真敢于争辩"的治学精神跃然纸上。为了从众多的

资料中寻求真实，为了将每个朝代、时期政区变迁的沿革衔接起来，该书的编者

立意高、志向明，用王金富同志的话说:要"编基一部详细的建直沿革，做到有

‘革'则记，力求复原赤城历史真实面貌"。这厚厚一大摞书稿已经告诉我们，这

个立意使他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君可看:编后记里的心里话，书

页里的图、表、注，特别是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李晓杰教授等的书信往

来。这些不仅说明了张世喜、王金富、吴贞 }I顶等同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团队是多

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了求得一个真实的建直时间、称谓和隶属关系，三番

五次地与专家通信请教，而且在求教中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盲目顺从。为了

给赤城县留下一部真实的史籍，坚持五年"磨一剑实在令人感佩。

我们欣慰地看到:张家口市历史文化的百花丛中又绽放出一朵艳丽的花朵!

套句
专兴

安俊杰简介:

安俊杰. 1943 年生，河北省怀安县人. 1962 年毕业于张家口师专，同年参加工作. 2∞5 年退休。

现任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会、张家口诗词协会名誉会长，张家口晋察冀边区文化研究院院长。是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诗

词协会常务理事、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二三祖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北北方学院

兼职教授、张家口学院客座教授。

现已出版的作品主要有:游记《东满纪行》、散文集《行旅遐思》、诗词集《灌墨集> <敏行集》、

长篇文学传记《一代名臣魏象枢》和历史文化专著《解读张家口》、考古科普资料《泥河湾寻根记> • 

《细说张家口>> <文论张家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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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初，刚到赤城县上任不久，县档案史志局将编写的《赤城历代行政

区划》书稿呈上，并邀我作序，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不胜感奋。

细览全书，该书以档案馆藏资料为基础， -i领取史界最新研究成果，比较系

统地再现了赤城历代建直沿革和区划变史，是我县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丰硕成

果，实为存史、鉴今、资政、育人之作。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

书成之际，谨向辛勤劳作的编辑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行政区划，是指国家各级行政区域的划分，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行政区

划的变革或调整，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引

起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变革，又要求变更行政区划 O 纵观赤城历史，境内于公

元前的西汉王朝直女祁县，并驻东部都尉，东汉时并入下洛县，至唐末始直龙

门县，中间相隔八百多年。明初，废云州和望云县，至清代始直赤城县，中间

又相隔三百多年。上述状况表明，在古代的西汉和盛唐时期，赤城曾有过辉煌

的历史，其后，由于地处边睡，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行政建直时断时续，折

射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伏不定。知史励志，借古开今。了解赤城行政区划沿革

史，有助于以史为鉴，更好地开创未来。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清人龚自珍说: " (吏)出乎史，入乎道。欲

知大道，必先为史。"在一个县的政治舞台上，为官一任，要治好一地，造福一

方，必须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风物掌故、民情习俗，以及政治、

经济、文化、民生现状，方能谋得治县良策和富民方略。愿我县广大干部养成

读书习惯，学哲学，学历史，学法律，看文件，听新闻，拓宽眼界，提高学识，

增长才干，为振兴赤城做出贡献。

赤城资源富集，人杰地灵，发展潜力很大。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赤城人民继承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励精图治，开拓创新，全县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如今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有幸来赤城任职，既感责任重大，

I 



赤城历代行政区为l

又对未来充满信心 o <国语》云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志同道合。愿

与赤城同仁携手，共谋改革发展大计，开创强县富民新篇 O 全县上下要认清形

势，凝聚共识，抢抓机遇，创新思想理念，力改工作作风，同心同德，干事创

业，全面落实"项目立县、产业强县、实干兴县"战略，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再上新台阶，为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

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历史不能割

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所以， <赤城历代行

政区划》一书，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当前的需要，也为全县广大干部提供一部生

动的历史教材。同时，也期盼赤城的文人志士，拿起笔来，著书立说，歌颂赤

城，宣传赤城，推介赤城。

廖寄数语，是为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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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

序四

《赤城历代行政区划》是我县又一部史志书籍，它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

务当代，利延后世。

赤城地处冀北山区，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这里山峦起伏，长城延绵，关

隘雄峙，军堡林立，古为京师屏蔽，也是兵家驻戍的边塞之地。古老辽阔的大

地，汉、满、蒙、田、苗等多民族世代聚居，耕耘开发，守土固疆，历尽沧桑，

铸就了赤城独特的地理风貌和绚丽的历史风采。

历史知识的普及，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只有铭记历史，才能了解

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随着时间流逝，现在，许多人对赤城的历史，已

非常隔膜，即使土生土长的赤城人，对这段历史也比较陌生，况且，县内出版

的史志书籍，有关赤城历史的记录，王相转抄，或残缺不全，或释义不清。有

鉴于此，本书的出版，就更有其现实意义了。一书在手，赤城的历史发展使了

然于胸，仔细品味，定能受到历史的熏陶和启迪。

我于 2013 年奉调来赤城任职。两年多来，与赤城的干部群众一起打拼，深

感赤城民风淳朴，资源富集，古迹芸萃，人文丰厚，又据毗邻首都北京的地缘

优势，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现代富民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企盼勤

劳智慧的赤城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团结带领下，同心同德，把握大局，开

拓进取，为建设繁荣、昌盛、富强、和谐的赤城，续写新的历史篇章。

作序，以共勉。

赤城县人民政府县长:讷何
J叫5年 6 月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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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籍山东枣庄， 1966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1968 年来赤城，先

后就职于县革委政治部、县委宣传部、白草公社、县委办公室、对外贸易局。

凡 47 年，尽心竭力，虽无贡献，亦无缺憾。几十年如一日，我从政的格言，是

只求尽心尽力，不谋职务升迁;我有很多机会调走，只因留恋赤城，婉言谢绝;

我为人处事的哲学，是正直坦荡，对上不以其权重而诀，对下不因其职微而轻;

工作之余，倾注心力，培养人才，获省级表彰;把青春耗在赤城，把真情融入

赤城，引以为荣。回首往事，扪心自慰，也算是地道的赤城人了 O

是赤城人，就应该为赤城做些事情。退休后，县档案史志局领导给了我老

有所为的机会，编修《赤城县志(1991 - 2007 n ，曾先后任副主编、常务副主

编、主编等职。期间参与编写《赤城县大事记(公元前 297 -201On <赤城英
烈~ ，并对《赤城县交通志~ <赤城县教育志~ <赤城县工会志~ <黑龙山林场

志》等的编修，提出了建议。这些虽微不足道，但我都是尽心尽力地去傲。

2012 年， <赤城县志(1991 - 2007 n 付印，我如释重负 O 一部 2∞多万字

的县志历经 10 年终于完成，不管读者评价如何，也算是对赤城人民有一个交

代，感到无比欣慰。这时，王金富同志将他编撰的《赤城历代行政区划》一书

初稿交给我，让我负责后期审核、校对等工作。恭敬不如从命，我便答应下来。

和王金富共事已近 10 年，我很佩服他的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

风。在机关内除完成分管工作外，大部分都是他利用八小时以外时间完成本书

的资料搜集、篇目设计、图表制作等。本书的出版，是他不断探索，深钻细研，

孜孜求新的成果。我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些修饰，犹如盖房，房子起来了，我仅

是帮着装修一下，最多也只是添一两块砖瓦而已。

说起赤城行政区划，二轮修志时，我负责政区建直，但由于志书包罗万象，

不可能记述过细 O 加上修志工程之巨大，也没有过多时间进行研究。凡事还真

怕认真二字，随着资料的增多，一旦研究起来，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志书说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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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历代行政区划

错之处还真不少。其实编慕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提高的过程，汰旧求

新的过程。

行政区划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的 O 所谓行政区，就是地方国家行

政机关所管辖的区域。一般认为，构成行政区应具备八个要素。一是人口 O 人

口多少是设直和调整行政区的主要因素之一。同级行政区的面积，随着人口的

增加而划小，随着人口的减少而扩大。二是接域。行政区有明确的边界线，有

标志，同级行政区既不重叠，亦无空白。三是机构。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

四是中心。指机构所在地，如县政府所在地是全县的行政中心，乡镇所在地是

全乡镇的行政中心 O 五是隶属。包括对上的从属关系，对下的管辖关系 O 六是

建直。如河北省、赤城县、龙关镇等，用于区分行政区的类型和行政等级。七

是等级。指行政区的地位，如省级、市级、县级、乡级等。八是名称。一般是

国家以法令或批复的形式赋予每个行政区的一种文字代号，作为区别其他行政

区的标志，如赤城县、崇礼县、云州乡、样田乡等。全国内县不重名，全县内

行政村不重名。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 4∞0 年。

在我国一些古籍中有"九州"的记载，这就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雏形。秦统

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奠定了较完整的中国地方行政区划系统。以后，

历代都有变动。行政区划的形成及其管理体制的确立与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

史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情的发展变化，各级行政区划都在不断演变，

地方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也随之变革发展。

赤城县自汉代直女祁县以来，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建直、区划也与全国行

政区划一样，复杂多变，而历史文献中有关赤城行政区划变迁的记载是少之又

少 O 迄今为止，我县还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介绍赤城县行政区划变迁方面的专

著。有鉴于此，对赤城县历代行政区划的状况进行深入研究，使之系统化、规

范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O 探索赤城县历代行政区划变迁，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进而拓宽赤城县历史文化研究的领域，也是我们编慕这本书的根本目的。

行政区划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

展，综合地反映在历代行政区划的变更上。隶属什么样的统治集团，实行什么

样的政治制度，就会产生不同的管理体制，遵循不同的生产方式，执行不同的

生活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赤城县的发展史，也就是历代行政区划变更史。

如此看来，探索赤城县历代行政区划沿革，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了。

在探索过程中，我们以县档案馆馆藏资料为基础，参阅了已出版的部分史

志书籍，采纳了有关行政区划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向有关专家函征对某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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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见解，秉承还原历史，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力求做到精准。在选材中，

凡是达成共识的，则作为定论;凡是有争议、意见相左的，则尽量加注说明，

以便读者进一步考证、完善。

本书除序言和后记外，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赤城概况、赤城地名、

境域变迁;第二部分，介绍自先秦以来，赤城县历代建直情况;第三部分，详

述赤城历代行政区划沿革;第四部分，为附录。为让读者全面了解赤城行政区

划的变更情况，我们对各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政区设直、管理体制作了必要介

绍，使读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O

由于资料缺乏，阅历有限，时间仓促，书中定有不少疏漏、错谬之处，敬

请专家学者及各位同仁斧正。

《赤城历代行政区划》付梓之际， {中国共产党赤城县历史(1949 - 1978 n 
己启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有生之年，如果身体还行，我

会为赤城做更多事情。

聊以数语，权作前言 O

失灵 1/1安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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