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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功载千秋。

《赵县志》，四易其稿，六历寒暑而问世，值得庆幸。编修人员广征博采，调

查研究，行万里路，破千卷书，走遍全县28个乡镇，攻读于全国著名藏书楼。字

里行间，凝聚着辛勤汗水，连篇成章，贯穿着忘我劳动精神。

赵县古为州治，股肱上郡。依太行，傍陆泽，通邢滗，望京津，称河朔咽喉，

京辇屏蔽。沃野千顷，坦荡如砥，阡陌纵横，聚落似弈，富饶壮阔，文物荟萃，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见于史志，、金榜题名60人，进士高第6名，会试第一、

殿试传胪各1名。赵郡李氏仅唐代出宰相17人，公、侯、部、寺、州牧、郡守、

中正、将军凡174人(《唐书·宰相世系表》)。

当今赵县，70年代为河北省首批全方位对外开放县。80年代，相继为全国商

品粮生产基地县，全国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县，全国雪花梨生产基地县及全国鸭梨

出口基地县。政通人和，林茂粮丰，百业兴旺，财贸阜盛。金秋飘香，雪梨如碧

海繁星展望，似天池明珠竞出。专家、学者、教授、科学家若星瞻群斗，且多有

著述而蜚声中外。

历史长河，赋予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古城赵县，若银河系一颗明珠，为燕赵

争光夺彩，让华夏增色生辉。赵州安济桥甲于天下而闻名世界；赵州雪花梨质量

上乘在全国夺冠。柏林古寺，唐高僧玄奘曾参学于此，清乾隆三次南巡而小憩。寺

内吴道子“文武水”壁画，虞世南斗大墨迹称罕世珍奇。

修志，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世界文明史上之独创。《赵州志》自明弘

治至清光绪撰修6个版本，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志书为集大成者，取其精华

而去其糟粕；科学地记述了赵县的历史与现状，详尽阐明了当地的特点和优势。旨

在资政、教化、存史，弘扬民族历史文化，惠及子孙后代，服务“四化"建设，致

力于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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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县志》分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社会及概述、大事记、

附录7编51章，洋洋百万言。其内容翔实，体例完备，言简意赅，贯通古今，无

愧于科学、严谨、朴实的地方文献、百科全书。

众手成志，集思广益，《赵县志》为集体智慧结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

长梁寒冰、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地理志领导小

组组长李宝田’，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卢振川编审等专

家、学者、修志同仁亲临指导、评审，在此一并致谢。

“信今以传后，标往而镜来”。作为传世之作，愿子孙后代拜读时，兴感他们

的前辈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人。

“问指南之金针，作迷津之宝筏。’’愿全县人民了解历史，珍惜过去，把握今

世，开创未来!

中共赵县委员会书记 褚明海

赵县人民政府县长’ 赵秀利
1991年6月1日



凡 例

一、坚持实事求是指导方针和“详今略古”、立足近现代的原则。力求体例结

构、资料选取、语言表述寓于科学性之中。

二、上限自建置始，下限至1986年。少数内容迄于成稿之日。 ．．

三、篇目用大编模式，设编、章、节三级，节下排目、子目。编与章依客观

事物的广义概念属性归类，节下按狭义概念命名记述。

四、除概述、大事记、附录(旧志概述、杂识等)，立地理、经济、政治、军

事、文化、社会、人物共7编。

五、体裁以志、记、述为主，图、表、录辅之，诸体并用。力求体例完整、文

表结合、图文并茂。

六、按史家通例，不为生者立传。入传者以本籍人为主，兼收客籍人。以对

推动或阻碍社会进步并有一定影响的已故人物为选录标准，不以职务为限。传主

-}1}列以生年为序。对于革命烈士、学者名流、地师职以上人员以表列名。

七、采用第三人称语体文记事，力求言简意赅、语言规范通畅、朴实典雅、力

戒半文半白、工作报告、学术论文和文艺描写等非志书笔法。

八、资料经过考订、筛选，取自国家、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文物保

管所等馆(所)藏资料；本县各部门编写的资料j报告、文件、统计表等，以及

有关书籍、报章杂志和个人回忆录等，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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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阀混战，日军入侵，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据民国17年(1928年)统计，赵县仅有

中学1所，高等小学6所，初等小学200多所，全县有学龄儿童27500人，在校学生仅3500

人，失学率高达87．3％。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教育事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86年全

县有高级中学4所，初级中学30所，师范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各1所，小学270所，幼儿园

1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8％。还有教师进修学校、卫生进修学校、职业中学以及函授、电

视、广播学校等。1985年1月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赵县为普及教育合格县。教育的进步与发

展，使赵县大地人才济济，各领风骚，跻身历史舞台。战国时有决胜千里的名将李牧，运筹

帷幄的谋略家李左车；北魏李安世建议魏文帝实行均田制，后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重视；隋著

名文艺批评家李谔的《上隋文帝书》，受文帝器重，颁诏天下；匠师李春、石工李通奇迹般地

建造天下第一桥——安济桥，中外遐迩闻名；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为唐朝重

臣名相。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为中国第一部地方志总书，《元和郡县国计簿》、《古今地

名》、《删水经》等著作，为研究中国史地渊源的宝筏；李阳冰是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善篆

书，史称“笔虎”，为李白族叔，为其诗集作序；李端、李嘉祜、李虞仲祖孙三代，才思敏捷，

诗文俱佳，即席赋诗，震惊一代诗坛，其中李端、李嘉祜列入唐大历十才子。宋朝宋敏求编

纂了中国第一部都邑志《长安志》、《河南志》，修两朝正史，补唐武宗以下实录1 43卷。元王

好古为一代名医，著述甚多，医学观点和实践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汲取采纳。明南解

家疃人王凤冈身为奉政大夫加朝仪大夫南京户部云南清吏司员外，曾任陕西白水县令、山东

泰州、青州州守等职，一秉至正，善政得民，外浑厚内刚明，恂恂谦逊，精敏练达，为官一

尘不染，饮水青天，位愈高心愈下，不事阿谀，憎恶贿赂，政绩卓异，以“白水县，青石山，

问县令，王青天”世称纯臣。清末，同盟会员王虎臣，反贪官、举义旗，为推翻清王朝，建

立民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民国时期李献瑞，为发展农业，刻苦钻研，自强不息，发明了三

轮、五轮水车。当今的北京大学教授、留德博士、地球物理学家李献之的论著，《塔克拉玛干

沙漠对蜡羌天气的影响》、《东亚寒流的影响》等，填补了世界地理的空白，举世公认。青年

著名女作家铁凝，年轻有为，《哦j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面世，深受国内读者喜爱，

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发表；女青年汽步枪射手郭风娟，在全国青少年射击运动会汽步枪比赛获

金牌，五破亚洲纪录⋯⋯。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了自己的

力量，为赵县的历史增添了光彩。

文化的繁荣，人才的涌现，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纵观历史，赵县是传统的农业经

济区域。从史书记载及出土文物证实，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赵县人在这里居住、劳作、垦

种。汉唐起多种黍、粱，桑、麻。挖水陂储水灌田，生产发展，物产之丰，为封建王朝的

“征求之府”、“蚕丝、织饪之所出。”尽管如此，几家欢乐，众家愁，贫富不均，怨声载道。宋

代，增植稻、谷、高粱、豆类、棉花。治水开河建水碾(水碾水磨)、造田营林，以资农耕。

明清时期，作物品种日臻繁多，林果、瓜菜日盛，“凿井灌田、造车辆、水车、农器，以利男

业种植、女务织纺。”生产力有了进步。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统治者的剥削、压迫，劳动人

民仍然挣扎在饥饿线上。民国时期，粮田以谷子、高粱为主，小麦次之，伴以豆类杂粮；棉

花种植得以长足发展，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46．6％以上。种田精耕细作，改进提水工具，增

施肥料，促进了农业发展。民国22年(1933年)粮茂棉丰，皮棉亩产21公斤，总产784．3

万公斤。人民衣食虽有好转，但由于国民党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地主阶级加重对农民剥

削，部分劳动人民失去土地，生活贫困，只得扛活度日。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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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①，较1949年减少85086亩，亩产、总产分别增加了3．8倍和1．4倍。油料总产837．35

万公斤，为1949年的5．4倍。

果林生产在赵县的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栽培历史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产品在南

北朝时(502年)就成为向宫廷进贡的土特产品。史有“赵郡、真定贡梨，洁白如雪”之说。

魏文帝诏日：“真定御梨大如拳，甜如蜜，脆如菱。”明隆庆《赵州志》载：“唯梨枣杏李，擅

名一时”。果林大量栽培种植，在清咸丰九年(1859年)滹沱河改道之后，州城东北中马、谢

庄、范庄、杨扈一带广为栽植。但因科技落后，不讲施肥、灌溉，管理水平低，病虫害难以

防治，果树歇年，加之储运困难，即使丰收，销路不畅。“果农苦，泪花流”，岁月难度。产

量低，品质差，生产停滞不前。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赵县，挖隔县沟，筑碉堡，大批

砍烧果树，果农遭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赵县县委、县人民政府重视果林生产，从

实际出发，压缩桃、李、杏、枣种植面积，逐步扩大梨树栽培。1949年果树面积4300亩(286．7

公顷)，总产337万公斤，其中梨树2900亩(193．3公顷)，产量323．5万公斤。1964年始，

推广梨果科学栽培和管理，改变了果树歇年的历史，丰产丰收有了保证。“文化大革命”中，

果树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摇钱树，有悖以粮为纲，不准栽培。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

共赵县县委和赵县人民政府从实际中，认识到梨果生产是赵县农业经济中一大优势。1985年

赵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建设果林县的布告，加强了科技指导，梨果生产得到迅速发展，面积猛

增。1986年达20．8万亩(13866．7公顷)，遍及全县28个乡(镇)193个村庄，年产量1．25

亿公斤，储运销售有保障，产值达9625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36．4％。1985年雪花梨被农

牧渔业部评为优质水果。从1963年开始出口75万公斤，1986年为900万公斤。雪花梨畅销

使梨乡更加殷实富有，盛产雪花梨的谢庄乡人均生活水平达千元，为河北省第一。

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工业的兴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原料，为工业品的销售提供了广阔

的市场。据文字记载，今赵县境内的宋子、平棘、封斯、敬武侯国(县)在秦汉时代，已有

酿酒、铸造、制砖烧瓦等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至明清时代，工业发展一直缓慢且无重

大支柱工业。清光绪《赵州志》称：“起屋舍、造车辆、水车、制农器及日用所需之器具，无

其它奇巧”。民国中期，全县仅有县城、南解家疃、瓜家庄三家生产五轮水车和小农具的铁工

厂，农村的土织土纺、弹花轧花、榨油、制砖烧窑、编织等个体手工业，也基础薄弱，产品

不能满足需求，仰靠外地工业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工业生产逐步发展。国营、集

体、个体一齐上，建立了棉花加工厂、轧油厂、农机修造厂、粮食加工厂等14家工业企业。

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1715万元，比1952年增加850万元。1958年在一无矿石，二无煤炭的

情况下，脱离实际搞起了全民大炼钢铁，使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1962年贯彻中央“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总结经验教训，加强调查研究，从本县实际出发，围绕农业

办工业，办好工业支援农业。70年代，先后建起棉纺厂、造纸厂、化肥厂、糖厂、磷肥厂等；

社队工业同时起步，相继建起棉油厂、面粉厂、农机修造厂、磷肥厂等。为工业全面发展奠

定了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县、乡(镇)、村、户四个轮

子一齐转，既着眼本地优势，又把视线拓宽到国内、国际市场，找项目，聘人才，工业生产

出现了新格局，形成了纺织、造纸、食品、机械、化工、建材等6大行业。县、乡(镇)两

级工业发展到178家。创汇产品、名牌产品逐年增加。1986年工业总产值达22455万元(按

①1986年皮棉比1933年少收205．7万公斤；比1957年减收294．9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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