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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县建设志》经井陉县建设局建设志编写人员广泛征集资

料，精心整理，四易其稿，终于付梓成书，与读者见面了。这部书以丰

富的资料，朴实的文笔，比较全面地记述了井陉建设发展的历史轨

迹。这既是客观的记录，又是历史的总结，其中也有深刻的反思之笔。

它的问世，对于正确认识井陉建设发展的历史，以史为鉴，‘把握今后

建设发展的方向，传播井陉建设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井陉，

都是一个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盛举。认真读这

一部书，可以使我们增进对家乡的热爱之情，鼓舞我们振兴井陉的奋

发精神，这部志书又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

材，对培养人们的革命理想、道德情操将发挥很好的作用。

值此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华诞之际，井陉县建设局出版

这部书，无疑是敬献给井陉32万人民的一份厚礼。我代表中共井陉

县委、县政府和井陉人民，对在编写中给予大力支持和热情指导的国

家建设部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及省、市建委的领导及专家表示感

谢。

井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春秋时期，周穆王曾临陉山狩猎。秦始

皇五次东巡，驿道辙痕斑斑，历历在目，其辊车京车途经东天门歇灵台

遗迹也清晰可见。韩信率汉军数万东下井陉沿绵河设背水阵大破赵

军20万，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例。1900年，庚子之

乱，清将刘光才设防扼守东天门，抗击德法侵略联军二1940年震惊中

‘外的“百团大战"中，井陉亦为主战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

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薄一波、彭真、杨成武、秦基伟等都曾在井陉战

斗生活过。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苍岩山、省级森林公园仙台山都为井陉

增光添彩，传颂扬名。

辉煌的历史一直是激励井陉人民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力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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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井陉人民在党和各级

政府正确领导下，在1381平方公里大地上，奋力拼搏，真抓实干，各

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城乡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迈上新台阶。1 984年，井陉县完成村镇规划编制，其后，按照规划指导

·建设，无论城镇，还是乡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建设上，

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通讯设施建设上，完成了移动电话

基站建设，村村通程控；城乡文化、卫生、教育等公益事业设施建设日

臻完善，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住房建设上，80％的农户建起新房，

农民人均住房面积达23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达14平方米。可以这

样说，改革开放的20年是井陉县建设事业发展速度最快的20年，是

井陉人民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变化最大的20年。志高展宏图，苦干

创伟业。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了井陉人民是勤劳朴实的人民，是对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追求永无止境的人民。

以史为鉴，昭示后人，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灿烂的一页，更是激励

后人奋发向上的动力。《井陉建设志》的编印出版惠国惠民惠事业，她

必将为井陉建设事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中共井陉县委副书记 郑广智

199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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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明’锐意创新

‘ 王 弗
●

'

一年前，应邀参加了《井陉县建设志》志稿评议会，听取了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等与会

专家的意见，详细阅读了志稿；会后又参观了该县的苍岩山、东天门风景名胜区的主要景点。

两相印证，使井陉志稿和井陉实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记。今年三月初，看到志书的编者参照

评议意见，认真作了修订，使金书的篇目设置、表述体例，较评议志稿更为科学、严密，地区特

色更为鲜明，体现了编修者精益求精的精神。

这部志书充分表述了井陉风景名胜资源丰富这一特色。井陉县，南有国家级风景名胜苍

岩山，北有省级风景名胜仙台山．东有秦代古驿道和汉代韩信背水阵古战场，西有宋代天长

文化古城，东北部还有挂云山风景区、九莲洞和威州温泉群，是华北五省的旅游大县之一。特

别是苍岩山风景区，由于远古燕山运动，使山体抬升断裂，形成断崖绝壁，巨沟深涧。福庆寺

依山就势建造，使崖顶桥楼飞渡，古刹凌空。东天门风景区的秦代古驿道，系秦始皇公元前

201年东巡所经之路，至今东天门关楼处石灰岩质古道上，尚遗留近30厘米深的车痕，清晰

可辨。这在国内诸多风景区中所少有。各风景区不仅名胜古迹甚多，而且用群众自愿集资方

武，修建了抗日战争时期“百团大战”六烈士纪念碑亭，修整了百团大战前线指挥所旧址，布

置展览室，增加了新的革命建筑文物内容。适应旅游业发展的形势需求，一些主要风景名胜

区，还增加了旅游交通和服务设施的内客。这在当代修志尚属缺项，可能此志是首开先河的。

该志文化内涵比较深蕴。如写挂云山风景区，不仅记自然景观，而且注重人文景观，该山

为道教胜地，蜂顶观云寺相传建于隋代，后屡有兴废。五十年代初期，玉皇顶、王母殿、公主祠

等建筑尚存。据山上碑文记载：“四月庙门洞开，远近香客，或乘骑以驰聘，或携眷以徐步，迤

通而来，络绎不绝。“百团大战”时1940年9月5日、9月6日六烈士殉难。县委、县政府决

定9月6日为六烈士殉难纪念日，并建碑纪事，附有碑文。此外，《建设文苑》、《民俗民谚》均

设有专章。《古今题咏》收录宋明以来题咏井陉诗词多首。题苍岩山与韩信背水战者居多。清

人题《桥楼飞虹》日：。绣壁双分耸翠微，横空金碧若虹飞，凭栏不见来时路，苍茫无边隐夕

晖。”文筒意深，形象逼真。特别是《碑石文存》，收录了从大宋乾兴元年(1022年)的《苍岩山

碑》，到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建造至今尚存的《太平桥碑记》，共近30通。其中包括路碑、

桥碑、茶棚碑等稀有碑种。有些古碑虽字迹脱落甚多，亦均收录。在《古建筑》一章中，对古桥、

古石刻、名人故居等亦收录较详。这不仅传承了历代方志的文脉，而且对民风、民俗研究甚有

裨益。

增设《环境保护》一章非常适时o．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同世界先进国家比较为滞后。1982

年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始建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之后国家环境保护局正式建立，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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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分离。由于环保事业起步较晚，对一些地区的水质、土地和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遏

制不力，还我“青山绿水”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此历史背景下，《井陉县建设志》把环保事

业作为专章，详述了两次环境污染调查的实况，分节记述了环境监测、环境管理、水质和大气

污染的防治措施，以及环境保护的科技工作，非常必要。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志在专记中收录了《1996年洪灾与恢复重建纪实》一文，如实记

述了1996年8月3日到5日该县遭受历史罕见特大洪灾的实况。．当时县境内普降大到暴

雨，持续30个小时，降雨量高达697毫米，全县17个乡镇、318个行政村、610多个自然山

庄，全部遭到暴雨和洪水侵袭。县内19座中小型水库、41处塘坝全部溢流，5条主要河流暴

涨。主要桥梁和干道全部被淹。建设北路就洪水高达6米。全县51家县属企业全部被淹，

直接经济损失达1．87亿元。该志不仅记述了该县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英勇奋

战，抗击洪水袭击的顽强精神和灾后重建的业绩，而且认真总结了这次洪灾的教训，从地理

形势的客观条件和防灾措施的主观意识两方面，分析了这次洪灾的原因，制定金良河流域和

县城段详细的防洪抗洪措施。明确了走“上下结合，标本兼治，上游以治为主，下游以琉为

主”的防治路子。通过治理实现“小雨不下坡、大雨不出沟、暴雨清水顺河流”，五十年一遇洪

水不成灾，成为具有良好生态环境和综合效益显著的富饶地区，对这些举措记叙周全。

从修志历史上看，对灾害的记述历来十分重视。这不仅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且

有益于来者。这对后人了解一个地区发生灾害的类型、规律以及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减灾防

灾，都是不可缺少的依据。这一点是正史无法比拟，也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建议今后各地区

编修专业志，应注意对本地灾害的记述，也希望各地县领导者多读点地方史志，熟悉历史地

情，使志书真正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

井陉县历史上是比较重视修志工作的。经查考：自清朝雍正八年由钟文英纂修刻印《井

．陉县志》八卷以来，光绪元年(1875年)由常善修、赵文濂纂《井陉县志》三十六卷，并重印了

雍正八年刻本，民国二十年(1931年)由王用舟等修、傅汝凤等纂《井陉县志料》十六篇，民国

二十三年(1934年)又有铅印本四册。这些志书不仅被收藏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其中(雍正)

本志书国内35个省市图书馆均有收藏(包括台湾)，而且这三部志书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所

收藏。据我国方志专家朱士嘉1942年8月所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一书所

载，美国国会图书馆共藏中国地方志2939种。朱先生认为，清代学者编修的方志，不但体例

严谨，而且取材丰富，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在对民国二十年《井陉县志料》

的书目介绍中特别注明：第十编，宗教、歌谣、方言；第十三编，书目；第十五编，金石大事。说

明朱先生关注上述内容。美国国会图书馆着力收藏中国地方志，说明海外对我国的这一传统

文化宝库的珍视。

我们希望即将付梓的井陉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建设志，能精益求精，突出特色，为县、市、

省以至全国所喜闻乐见，并能远播海外，为我国的这一传统文化增色溢彩。

1999年3月22日子北京

注：王弗，建设部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编审，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史

志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建设文化艺术协会产业文化理论专业委员会会长。



井陉县建设志

‘

《井陉县建设志》评审意见

1998年9月由建设部、河北省建委、石家庄市建委及社会科学院专家共同

对《井陉县建设志》(送审稿)进行了评审。与会专家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这

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专业志初稿，体例完备，篇目设计合理，资料翔实，语言流畅，
观点正确。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并在一些方面有所创新，达到了专业志的

出版要求。

专家认为，这部志稿具有以下突出特色：

1．内容丰富，贯通古今，全面、系统、多视角地记述了该县建设事业的发展

历程和历史成就。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科学地把握“详今略古"的记述原则，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展示了建设

．事业的巨大成就。打破行政部门界限，从专业志内容需要出发，做到了篇目完
善，内容全面。克服了以部门志代替专业志的倾向。

2．信息丰富，形式新颖。该志不仅在正文之前收录了反映本县特色的彩色

照片，而且在各篇章正文中插入大量随文黑白照片和重要碑碣拓片，使传统的

“图"这一体载在新方志中得到了充分运用，一方面通过实践丰富了“图’’的表现 。

． 形式，同时达到了图文并茂、增加信息量的效果，提高了志书的现代意识和存史

价值，也增加了志书的美感和可读性。

3．突出地方特色，展示历史文化底蕴。该志充分利用各种体裁，在各有关篇

章中，全面、准确地反映地方特色，展示当地建设事业的古今成就。在篇目排列

上，首述县情，第二章则列“古代建筑"，分设古城垣、古长城、古寺庙、古墓葬、古

桥、古名人故里石刻等七节。门类齐全，内容广博，突出了该县古代的历史文化

地位。在建设规划、风景名胜等章节中，突出反映了苍岩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
地位和风貌，很有特色。

‘

4．体现时代特点，紧跟时代步伐。该志编者以“新方志紧跟时代步伐”为己

任，反映了时代精神。1996年石家庄地区特大洪涝灾害，牵动全国，而并陉是这
’

次灾害的重灾区。该县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英勇奋战，抗击洪水袭击。尤其

是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表现出的顽强精神，永远值得弘扬。该志在保障正文各章
节下限记述到1995年底的基础上，打破下限，用了2万多字的篇幅，宏观概要地

。记述了1996年特大洪水的灾情和重建成就。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反映了时代对
新方志的要求。

评委们在原则肯定《井陉县建设志》志稿的同时，也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和建

议。请志稿编委会按照记录内容进行修改定稿，以力争尽快出版。

《井陉县建设志》专家评审组
1998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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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成员

主任委员：王 弗 建设部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编审

副主任委员：韩光灿《河北省建设志》主编

李树声 石家庄规划院总规划师，市政府专家咨询团

秘书长：梁

评 委：赵铁凡

刘志先

齐立根

刘秉良

函评委员：袁镜身

张器先

副理事长

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社会法律研究所所长、副研

究员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顾问
·

建设部原《建筑》杂志副编审

中共石家庄市建工委副书记

石家庄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

建设部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主任

建设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高级规划

师；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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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

。《井陉县建设志》是井陉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建设系统行业志，为全面记述井陉

县的建设史实，尤其是1980年以后城乡建设蓬勃发展的新貌，起到“资政、存史、

教化"的作用。我们自1993年初开始，历时4年，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

广征博采，三改纲目，四易其稿，于1997年底脱稿。1998年，又将初稿打印成册，

呈送省、市有关领导和专家阅正。同年9月请国家建设部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指

导委员会及省市专家对志稿进行了评审。按照评审意见，又将部分内容进行了

修改补充，并对文字再行修正。到1998年底，《井陉建设志》正式完稿。

在编修过程中，建设部及省、市、县领导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具体的指

导，县内有关部门及各界人士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于此谨致崇高的敬意和衷心

感谢。

我们编纂《井陉县建设志》，虽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经验不足，水平所限，

加之记述的内容广泛，时间跨度大，资料搜集较难，志中疏漏之处难免，诚望读

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8年12月

‘f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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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t井陉县建设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录和

展示井陉县建设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志在存史、资治、教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立志范围打破了建设局管辖界限，凡新建内容，均根据需要收录于本志，以充分反映

建设的全貌。上限根据占有资料尽力上溯，下限止于1995年底，个别记述延至搁笔止。

三、全志采用述、志、记、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横排门类，纵叙事实，力求横不缺

项，纵不断线。

四、篇首设总述，简括全书1次之，大事记，展示脉胳；再次之，按门类分为15章，章下设

节设耳；全书最后为专记、附录。

五、除引用文字外，均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文体。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或记

事本末体，其它为记叙体。

六、本志资料来源：历史档案、历代县志、报刊杂志、调查访问、实地考察资料、县有关部

门及建设局所属各股、室、企业、事业单位提供的资料。

七、纪年方法，清以前使用帝王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使用民国纪年括注公

元纪年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八、图表、照片分别置于篇首和相关章节中。

九、对文字较多的常用名称，首次用全称，重复记述时用简称。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井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国民经济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共产党井陉县委员会、井陉县人民政府、井陉县建设局等，分别简

称建国、解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五”时期、县委、县政府、县建设局等。

十、人物记述按生不立传的原则，已故者中对井陉县建设作出贡献者写入传略，对健在

的市以上劳动模范及有突出成绩的中等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写人物简介，其余列表记载。
。

十一、志书中的数字，凡古代帝王纪年、夏历年月日，行文中的分数、习惯用语、序词、专

用词语和成语中的数字使用汉字。凡公历年月日、年龄、统计数字及百分比、表格中的数均用

阿拉伯数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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