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283
——一，



书 中国人‘事出版社

)、)1算、L

i

mn_H目4_H1k日；’”≈—wa目dm，_日

7；飘_



《中国地方志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张岂之

主 编刘建军

常务副主编罗亚蒙

副 主 编 段展样 张维桢 董献吉 胡家荣 田 骏 许汝岭

编 委 赵俊玢 房日晰 韩小默 雷 震 连廷书 马振兴 赵 可

董助才 武定云 张建国 艾建国 杨常青 王凯杰 赵进儒

刘錾俨 刘欣尧 李佩今 陈福寿 王孝武 吕彦智 艾文仲

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李作文

常务副主任李明淮

副 主任 王振刚 李焕平 耿益民

委 员 王迸忠 连廷书 杜同福 杜运华 吴多福 郭连庆 郝连金

傅礼庭靳修武

《邯郸县志》编辑部

主 编连廷书

副 主编马振兴 商学英

特约编辑靳修武

编 辑 马振兴 连廷书 邵国清

摄 影 刘棋云 赵麟书 韩振宗

校 对连廷书 靳修武 马振兴

赵麟书 耿兴文 商学英 韩振宗

韩振宗 耿兴文 常英伟

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连廷书

副主任郭景河

成 员马振兴

郭兰君

(1 991年8月调离)

商学英

王进兴 邵国清 赵麟书

耿兴文 高林山 靳梅芬



《中国地方志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张岂之

主 编刘建军

常务副主编罗亚蒙

副 主 编 段展样 张维桢 董献吉 胡家荣 田 骏 许汝岭

编 委 赵俊玢 房日晰 韩小默 雷 震 连廷书 马振兴 赵 可

董助才 武定云 张建国 艾建国 杨常青 王凯杰 赵进儒

刘錾俨 刘欣尧 李佩今 陈福寿 王孝武 吕彦智 艾文仲

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李作文

常务副主任李明淮

副 主任 王振刚 李焕平 耿益民

委 员 王迸忠 连廷书 杜同福 杜运华 吴多福 郭连庆 郝连金

傅礼庭靳修武

《邯郸县志》编辑部

主 编连廷书

副 主编马振兴 商学英

特约编辑靳修武

编 辑 马振兴 连廷书 邵国清

摄 影 刘棋云 赵麟书 韩振宗

校 对连廷书 靳修武 马振兴

赵麟书 耿兴文 商学英 韩振宗

韩振宗 耿兴文 常英伟

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连廷书

副主任郭景河

成 员马振兴

郭兰君

(1 991年8月调离)

商学英

王进兴 邵国清 赵麟书

耿兴文 高林山 靳梅芬



《中国地方志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张岂之

主 编刘建军

常务副主编罗亚蒙

副 主 编 段展样 张维桢 董献吉 胡家荣 田 骏 许汝岭

编 委 赵俊玢 房日晰 韩小默 雷 震 连廷书 马振兴 赵 可

董助才 武定云 张建国 艾建国 杨常青 王凯杰 赵进儒

刘錾俨 刘欣尧 李佩今 陈福寿 王孝武 吕彦智 艾文仲

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李作文

常务副主任李明淮

副 主任 王振刚 李焕平 耿益民

委 员 王迸忠 连廷书 杜同福 杜运华 吴多福 郭连庆 郝连金

傅礼庭靳修武

《邯郸县志》编辑部

主 编连廷书

副 主编马振兴 商学英

特约编辑靳修武

编 辑 马振兴 连廷书 邵国清

摄 影 刘棋云 赵麟书 韩振宗

校 对连廷书 靳修武 马振兴

赵麟书 耿兴文 商学英 韩振宗

韩振宗 耿兴文 常英伟

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连廷书

副主任郭景河

成 员马振兴

郭兰君

(1 991年8月调离)

商学英

王进兴 邵国清 赵麟书

耿兴文 高林山 靳梅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地方志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张岂之

主 编刘建军

常务副主编罗亚蒙

副 主 编 段展样 张维桢 董献吉 胡家荣 田 骏 许汝岭

编 委 赵俊玢 房日晰 韩小默 雷 震 连廷书 马振兴 赵 可

董助才 武定云 张建国 艾建国 杨常青 王凯杰 赵进儒

刘錾俨 刘欣尧 李佩今 陈福寿 王孝武 吕彦智 艾文仲

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李作文

常务副主任李明淮

副 主任 王振刚 李焕平 耿益民

委 员 王迸忠 连廷书 杜同福 杜运华 吴多福 郭连庆 郝连金

傅礼庭靳修武

《邯郸县志》编辑部

主 编连廷书

副 主编马振兴 商学英

特约编辑靳修武

编 辑 马振兴 连廷书 邵国清

摄 影 刘棋云 赵麟书 韩振宗

校 对连廷书 靳修武 马振兴

赵麟书 耿兴文 商学英 韩振宗

韩振宗 耿兴文 常英伟

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连廷书

副主任郭景河

成 员马振兴

郭兰君

(1 991年8月调离)

商学英

王进兴 邵国清 赵麟书

耿兴文 高林山 靳梅芬



I

邯郸县志

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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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

中共邯郸县委书记 韩 族

新编《邯郸县志》在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的关怀指导和广大编纂者的艰苦

劳动中终于成稿，即将出版。这是邯郸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县志，作为一种地方志书，记载的是一个县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以及

风土人情等演变过程，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发挥“资政、教育、历

史”的作用。因此，编纂一部事实确凿、观点正确、内容详备、体例完善的新县

志，是惠及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尤其在当前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具有承先启

后、服务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这部新

县志的编纂起步于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功的八十年代中期，完成于进一步加快改

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今天。这是我县经济建设取得较大成就之后所进行的一

项重要的文化建设，也是建国以来我县所进行的·项文化系统工程建设，是我县

修志工作者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历史做出的新的奉献。

志稿，有三个显著特点应予肯定。一是新编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全面记述了邯郸县自然的、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展示县情，揭示规律，洞

察兴衰，明鉴得失。在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努力下，从实际出发，广泛征集，综

合分析，探本求源，去伪存真，寓观点于记事之中，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

为一体。二是新编县志扬弃了旧志重人文、轻经济之弊，以记述经济为重点，通

过充分反映生产发展的来龙去脉、经济建设的兴衰起伏，观古鉴今，为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提供大量有用的资料和信息，以加快其发展步伐。通过对各方面的历

史与现状的系统记载，储地方文献，存百科之史，可以继往开来，惠及千秋，为

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三是通过对众多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对为中

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烈士，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以及好人好事的记载，书一方之人和事，激千秋之爱和憎，不失为向全

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部实际生动的、内容丰富的教材。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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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古而知今。我深信，新编县志的出版，对于邯郸县的两个文明建设是大有

裨益的。值此j我谨向为这部志书的编写出版付出了辛劳，和给予了帮助、支持
的所有单位和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并祝全县人民继往开来，解放思想，励精图

治，为邯郸县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文明富裕而团结奋斗，谱写出时代的新篇

章1

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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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邯郸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玉顺

新编《邯郸县志》历经数载之艰辛，出版在即。她不仅馥含这块古老土地的

兴衰忧患，更盛载着四十年来我县和社会主义共和国息息相关的沧桑历程，确是

一部惠及桑梓，较为完备的邯郸县百科全书。

邯郸历史源远流长，声名夙著。据境内发掘的仰韶、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遗

址考证，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邯郸之名最早

见于战国《竹书记年》，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邯郸县始置于汉高帝五年(公

元前202年)。悠悠岁月，几度兴废。邯郸自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于此，历经

8帝158年，一直是赵国都城；在西汉时期，有全国“五大都市之一"的美誉；有

“黄粱美梦”、“邯郸学步’’的神奇故事；有秦始皇、蔺相如、赵武灵王等叱咤风云

的历史人物；更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砸碎旧世界，解放劳苦大众可歌可泣的

英雄业绩；有建设新农村、谱写改革开放新时代历史篇章的伟大人民。总结过去，

研究历史，昭示未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县委、县政府从1984年起就成立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着手这项工作，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邯郸县有着重史修志的历史传统。．早在北宋神宗元丰年以前，就有《邯郸县

谱》(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邯郸地方志)，元代和明初，还曾有过《邯郸县图志》、

《邯郸县(新)志》，明中期的正德年间也曾修过县志。自万历年间直至解放前夕，

又先后多次编修过地方志，并流传下来明万历本，清J顿治诸本、康熙本、雍正本、

乾隆本、光绪本，民国22年本、29年本八种版本的县志和一种《邯郸县志资料》。

这些县志记载了自远古时期至本世纪30年代末邯郸县的山川地理、建置沿革、历

史文化、风俗民情，是了解、认识、研究邯郸地方史的珍贵资料。

新《邯郸县志》的编纂，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吸收借鉴旧志之精华的

基础上，侧重记载了解放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邯郸县自然、经济、社会及各个方

面的历史发展状况。这不仅从时间上续接了旧志，也使自古至今的邯郸县志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在体例结构上也有了全新的发展，突出了远古与现实、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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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政治沿革与民众主体、各业发展与风俗民情的有机结合。

纵观志稿，从中不难看出，在这一综合性极强的社会、经济、文化系统工程

中，编委成员以及所有采编人员奉献了无私的汗水和挚诚的爱心。尽管也可能还

存在不尽完善的地方，但她对邯郸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促进作用必将是

积极而久远的。值此志成之际，我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帮助、参与新《邯郸县

志》编纂工作的同志、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各界有关人士表示由衷的谢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不会忘记邯郸县风起云涌的昨天，我们正处在

众志成城建设邯郸县的今天，我们也完全应该无愧地交给子孙后代一个光辉灿烂

的明天!

受编纂委员会的嘱托，就写了这些话，不成体例，权以称序。

1992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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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邯郸县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贯彻《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客观地加以记述，力求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一般止于1985年，概述和个别

章节下迄搁笔止。

三、本志体例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和照片为辅；结构分为志、章、节、目四

个层次，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

四、本志文中“抗日战争时期”指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解放前(后)”指1945

年10月4日解放邯郸县城前(后)；“建国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

五、本志坚持生人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收贡献较大事迹突出的客籍人

士，立传人物按卒年先后为序；革命烈士全部入烈士英名录；在本县任职者县团级以上书名，

在县外任职的本县籍人地(市)级以上书名(古代例外)；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入英雄模范人物表；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的只书主要研究者名字。

六、本志地名属于古代、近代的用当时名称(能注现名的注明现名)，现代地名用现行标

准地名；机关、职官名称均用当时名称。

七、本志采用省、地(市)、县档案资料、统计资料、专业志、乡镇志资料、旧志、史书

资料、有关报刊、专著资料，必要者在编后说明，一般不在文中加注。

八、本志用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

为准。

九、本志数字的写法·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1986年12月31日联合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l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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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邯郸县位于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东麓，介于东经114。16750”～114038，48”，北纬36。28，24”

～36。4410”之间。东西距32公里，南北距26公里，总面积522平方公里，总耕地54万多亩。

全县辖2镇18乡，258个行政村(街)。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人口347489人，其

中汉族占99．96％；壮、满、蒙、回、藏、苗、彝等15个少数民族仅百余人。

邯郸县地处中原腹地，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交通方便，

地理条件优越，发展潜力很大。

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低山丘陵区，面积233．8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44．8 0A，平均海拔

110米；东部为洪冲积平原区，面积288．14平方公里，占总面积55．2％，平均海拔52．5米。

境内有紫山、堵山、葛山、牛首山、半个山等五座山峰。紫山顶为全县至高点，海拔498．4

米。主要河流有五条，即滏阳河、输元河、沁河、渚河和支漳河，境内总长94公里。兴修排

灌渠道16条，总长140余公里；小型水库12座，总库容938．1万立方米；堤坝69道，平均

年蓄水量250万立方米；坑塘水池56处，年均蓄水93万立方米；扬水站57处，机井3000余

眼。全县水浇地面积33万亩，占总耕地61％；旱地21万亩，占39％。

土壤属暖温带潮土地带。共有3大土类、5个亚类，17个土属、45个土种。主要有褐土

类、潮土类和水稻土类。西部丘陵多为褐土性土和石灰性褐土；东部平原多为草甸褐土和部

分盐化草甸褐土；另有一条长20公里、宽5公里的沙带。

本县属暖温带亚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全年平均日

照数2556．8／J,时，年平均0"C以上积温为5036．9℃，全年无霜期202天，年均降雨量580．

3毫米。宜粮宜棉，素有“粮仓棉海”之称。

县内主要矿产资源有原煤，石灰石、砂页岩，粘土、耐火土等。其中，无烟煤地下储量

丰富，约3．5亿吨，且品质好，固定炭含量最高达78．49％，灰分含量仅18．4％，含硫量

较低，为0．576％，发热量高达8030大卡。

农业机械化装备El益提高。1990年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236057千瓦，拥有大中型拖拉

机219台，小型拖拉机6997台，农用排灌动力机械7359台，农用水泵4446台，收割机264

台，脱粒机1661台，农用汽车872辆，大中型拖车646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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