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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区志

天津市河西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编修、审验机构及人员

河西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组成人员

(1993年12月"---1996年12月)

主任委员 夏宝龙

副主任委员 沈家聪 赵孟臣 薛世才 李茂森
’

董平 王戈

顾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树明 马瑞华 王守西 卞慧新(特聘)

刘峰岩 刘瑞生 李虹 杨大辛(特勒

吴吉栋 陈明铎 张淑梅 庞志民

赵钧 鲁夫 ’雷馅轩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

于显光 孔令辰 王耀训 刘凤山

刘道朴 孙福祥 谷炳路 张水练

张桂芳 张朝晖 孟广余 厨匾路

周振浩 赵明义 赵振东 姜德祥

高天彪 高振鉴 徐明辉 盖霹《

甄 吉



河西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组成人员

(1996年12月～1998年2月)

主任委员 夏宝龙

副主任委员 沈家聪 赵孟臣 薛世才 李茂森

王戈 董平

顾 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树明 马瑞华 王守西 卞慧新(特聘)

刘峰岩 刘瑞生 李虹 杨大辛(特聘)

吴吉栋 陈明铎 张淑梅 庞志民

赵钧 郭凤岐(特聘)鲁夫 雷伯轩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和平 江沼 刘双武 朱玉祥

孙淑环 李 昌 李仙源 李金水

谷炳路 张水练 张志方 张朝晖

张培新 杨宝来 周振浩 姜德祥

徐明辉 徐彦行 ‘徐景瑞 顾富林

魏蜊



河西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组成人员

(1998年2月～ )

名誉主任委员 夏宝龙

主任委员 王九鹏

副主任委员 沈家聪 朱玉祥 梁宝明 徐明辉

张志方 张俊芳 张玉江 王戈

康凤海

顾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树明 马瑞华 王守西 卞慧新(特聘)

刘瑞生 李虹 李玉田 吴吉栋

吴金组 陈明铎 杨大辛(特聘)张淑梅

庞志民 赵钧 郭凤岐(特聘)夏宝龙‘

鲁夫 雷伯轩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惠民 江沼 刘永刚 孙淑环

李昌 李仙源 李金水 李希忠

张培新 杨宝来 林庭桂 姜德祥
‘ 徐景瑞 顾富林 董平 魏涛

魏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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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王小燕

成员李群洪彦明

主 编王戈

《河西区志》编辑部

常务副主编甄 吉(1993年6月～1994年12月)

李 昌(1995年1月～ )

副 主编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小燕 王恩厚 王雪昌 田子敏

孙炳湘 李群 周恒路。

编 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恩香 王秀菊 谷绍强 肖恩元

张颖 洪彦明 胡崇胜 封福安

梁勇



《河西区志》审定验收人员

主 审王辉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

究员

副主审郭凤岐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秘书长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审

审编赵继华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指导处负责人、

副编审

助审王翔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出席《河西区志》评稿会领导、专家、学者

黄炎智

郭凤岐

潘镇贵

来新夏

曹振武

陈振江

徐华鑫

王 熹

王 芳
干乡毫旦-L，‘一：t

秦广生

赵继华

市政协副主席、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副主任

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编审。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市地方志编修委

员会委员

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

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山西民俗学会会长

南开大学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市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经济师

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指导处负责人、副编审



《河西区志》序

来新夏

河西区位于天津市东南部，为中心城区之一。以地处海河之西

而得名，与和平、南开、西青各区相接壤，居冲要繁剧之地。据文

献记载，自唐以来即有人事活动，明初已见村落，清初复为水稻重

要产区，有“小江南"之称。清末虽有一隅被德人侵占为租界，而

终于1 91 7年收回。河西历经区划更易，乃于1 956年始定名为河西。

改革开放以来，全区面貌丕变，经济地位日趋重要，是不可以无志

以纪其盛o 1 990年8月市里决定1 0个市区单独编修区志，河西区

随后建立机构，组织编修人员达六百余人，全面开展修志工作，进

度迅速，于1 998年上半年成志，为河西存乡邦文献，为城市区志

又增巨制。
7

城市区志能否在志书中独立成类，志界颇有异议，此实为陈说

所囿。实则城市区志所植根之“区"，既非临时建制，亦非派出机

构。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北平及南京等城市已相继设区，

迄1994年全国市辖区已达669个，是知“区"已为稳定合法之一级

建制，为之立志，有何不可!且自八十年代南京《白下区志》之始

作，相沿不衰，至今全国城区已有五分之一成书。是城市区志之能

独成一类，已为志赛所共识，此《河西区志》之纂修又为时势发展

之必然趋势。《河西区志》虽动笔较晚而可资借鉴者多，此固之幸

事也。

《河西区志》分24篇，并有附录。其篇章结构，论述层次均能

合乎志体。篇章结构为一志之架构，修志诸君于篇章设计，用力特
‘

深，故结构比较合理，为日后纂修奠立初基。全志24篇分述天地人，

政经文教，比重恰当6其文化所设五篇占全志五分之一，与经济诸

篇相衡，尚无重经济轻文化之弊；城建四篇，突出城市区志之特色，



尤以于一般城建论述外，别设旧区改造新区建设专篇，于改造建设

中之擘划施行，备载其事，不仅有存史之效，亦可供其它城市借鉴

之需；至将建置与自然环境合为一篇，不拘定格，纯从实际出发，

盖以建置之资料难以成篇耳!全志各篇标题明确，且图文并茂，极

便翻检使用，而所设简述，辞意通达，文字简要，有引导读者进而

读志之效。其艺文部分尤见修志者之卓识，为地方文献保存史料，

极便于后人之征考，足证当前有人云首批修志不重艺文之为谬说。

卷末附录所收杂记、碑文，更合存史之旨。统观全志，不失为城市

区志中之佳志。

人物立传，相沿以本籍为主，其客籍建事功于该地者，可适当

立传，至域外人士之入传，则尚未之见。《河西区志》于人物传收

美国传教士丁家立，论者颇有异意。丁家立之事功是否有入志资格

姑置不论，即以外籍人士入志而言，确非传统志体；但陈规非不可

破，新体亦当容探索。且晚近外籍华人日增，颇多蜚声于世者。论

其国籍，实属域外人士；论其祖籍，则根在中华，是可入抑格于陈

规而不入。此固有待于志界人士之商榷探讨。

新编方志动辄百万余言，通读势所难能，检读亦感不易。近年

已有于志末编制索引者，为识者所赞许，新志利用率之提高更不待

言。《河西区志》于书成之后，念及读者，力任繁剧，为全志编制

索引，使新志体制臻于完备。不仅如此，其尤令人惊异者为所增之

概述英译之作，前者，我尝于多次审评志书会议上倡导新志应增概

述英译，虽颇获赞同，而以兹事较难，尚未见诸实施。今《河西区

志》不顾艰难，将概述译为英文，使仰慕中华文化而苦于不娴中文

之海外人士亦能因此而窥中华之地情风物，中华文化亦将广被宇

外。《河西区志》创始之功，．固不可没。

百万巨制，撰著固难，而修订尤难o《河西区志》蓝本经过评

审，评论者畅所欲言，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修志诸君，倾心恭听，

振笔疾书，唯恐有所遗漏。统修时能择善而从，认真取舍，力求避

免谬错遗憾。一志之成，修志者固责有攸归，而审评者万不能以此

推诿其责。近人或有言云：志书质量如何，纯为修志者之责，而审



评者无与焉。其言似是而实非。窃以为修志者唯恐学识不足，所见

有蔽，硬伤错误未能及时发现，致成缺憾，是以敦请专家学者评审

把关。即此“把关"二字已明定审稿者之千钧重任，曷容草率?于

理于情，凡审评者自当与修志者共济同舟，休戚相关。一旦志书问

世，设有错谬，审评者至少在道义上应与修志者共尸其咎。我于《河

西区志》亦将以此自矢焉o

一九九八年五月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序

编修地方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和

各级人民政府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得以蓬勃发展，出现

了社会安定，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势，为“盛世修志"创造了前所未

有的良好条件。中共河西区委和区政府毅然决策，全面实施了区志

的编修工作。经过几个阶段性卓有成效的合力攻关和连续奋战，七

订纲目，九易其稿，历时五个寒暑，迄今终于完成了一百四十余万

字的《河西区志》。此乃河西历史上的首部综合性志书，是一部上

飨古人，下惠子孙，服务当代，垂范后世的通典，为研究河西留下

了珍贵的成果，值得人们重视。从此，河西的历史与现状，即可展

卷而得；鉴古知今，领导决策将有所咨考；继往开来，昭示人们提

‘高民族整体素质之道o

河西区为天津市中心区之一。明末始见村落记载，1 860年第

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势力侵入，1895年境内东北部部份

地区被辟为德国租界，1937年又遭日本侵略者的占领与掠夺与欺

凌。解放前，其东北部是军阀政客、达官显贵、’洋人买办的乐园；

中部是各地穷苦劳动者聚居的“五方杂处’’之地，多为城市贫民中

的最低层；西南部是以农耕为主的分散的农家村舍。岁月沧桑，河

西人民在这块土地上，深受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双重

盘剥与压榨，吃够“三座大山"的辛酸苦辣的滋味，是近代中国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典型地区之一。河西人民为求翻身解放，反对

侵略，反抗压迫，谱写了许多坚持正义、不畏强暴、同仇敌忾、为

国捐躯、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解放后，河西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新生。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河西这个天津传统工业基地之一，正向高新技术迈进，区街经济已

有相当规模的工业生产格局；区内商贸业以其多种体制、多种形式、

多种渠道竞相发展，步入了市场经济大流通的繁荣时期；以天津市

涉外中心的友谊路为依托，充分发挥其独有的地理优势，逐步增强

了河西对外开放的空间和力度；全区在大范围地开展旧区改造与新

区建设的进程中，率先在全市完成成片危陋平房改造，居民深受其

惠；河西普教事业曾连续多年获得市级或全国先进称号的殊荣，首

创的社区文化成为全国推广的典范，加之市属大专院校、文艺团体、

科研单位及其名人专家云集境内，构成了比较发达的文化区。今日

河西，’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自己特有的魅力，深化改

革，加快发展，信心百倍地为建设现代化的新型城区，面向世界，

面向二十一世纪，再创新的辉煌。

这部志书，穿越河西古今历史隧道，涵盖三十多个领域，全面

系统地记载了境内的地理环境、建置沿革、经济、政治、军事、街

政、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公安、司法、党派团体、历

史人物等上下纵横各方面的发展演变与现状。它是综合河西历史资

料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是反映河西地域最具丰厚内容的百科全书，

是当代河西流传后世光彩夺目的文化遗产。

在较短的时间里，编修这样一部门类齐全、事件完整、贯通今

昔、记述翔实、经纬分明、具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的志书，确系

一项相当浩繁而艰巨的工程。在编修过程中，凡修志单位与部门均

坚持了“党委领导下，政府部门主持，各有关单位通力合作”的模

式，恪守广征博采、存真求实，秉笔直书、纵横有致的原则，仰承

市志办和诸位专家的悉心指导，依靠全体编修同仁殚精竭虑，．辛勤

笔耕，反复锤炼，厚积薄发，精益求精，同心同德，顽强拼搏的奉

献精神，比较圆满地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在此，谨向对本志书的编

修予以支持、策划、把关、评审等各个环节，倾注心血做出过贡献

的老领导和同志们、老干部、专家、学者，以及有关单位的领导，

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河西的历史，是河西人民创造的；河西的建设成就，来源于河



西人民的艰苦奋斗。志书是历史和时代的影子，缺少志书就意味着

我们失去了记忆。不难想象没有这部区志翔实有序地记载，也就不

可能使这个放射着时代光芒，洋溢着地方色彩的河西史实流传于

世，给人以启迪，以警示，以教益，从中获得“修身、齐家、治国"

的智慧季鼙良策。我们热切企盼并坚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莅会主义

的进程中，本志一定能对河西的父老乡亲及其子孙后代，发挥出它

应有的作用。

中共河西区委书记 吴金组

河西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九鹏

一九九八年六月



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力

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记述范围，以1 995年行政区划为准，全面记述河西区的历

史和现状。上限原则上追溯到事物的始发年代，下限原则上止于
1 995年。

三、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

设篇、章、节、目，横排纵写。另设概述、大事记、附录。详今略

古，详独略同，以反映时代特点，突出区情特色。卷末附索引，便

于检索。 。

四、人物篇以传略、表录编排，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

志人物不拘泥于籍贯，凡对河西区社会历史发展有重要贡献或较大

影响者，均予收录o ．

五、以语体文记述，力求言简意赅，通俗规范。

六、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建立前沿用1日称，括以公元纪年，中

华民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

七、所用数据，主要出自统计部门。统计部门缺项的，由有关

单位提供o

八、所用计量单位，基本以不同时期法定为准，必要时加以换

算。

九、资料源于档案、古籍、报刊、专著、口碑等，广征博采，

线索纷繁，限于篇幅不注出处。区地方志办公室纂有长编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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