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历代名人 

公孙瓒  

公孙瓒，字伯圭，辽西令支（今迁安、迁西一带）人，出身贵族。因母地位卑贱，只当

了郡中小吏。他貌美，声音洪亮，机智善辩。涿郡刘太守很赏识，将女儿许配给他。后来跟

卢植于缑氏山中读书，粗通经传。后又被举为上等郡吏。刘太守因事犯法，发配日南。当时

法律不许部下随槛车同行。他就化装成侍卒，带上刘太守日用品，驾车护送。行前，他跪在

祖坟前说：“昔为人子，今为人臣，我应随刘太守到日南去。日南瘴气弥漫，我恐怕回不来

了，在此我就向祖上辞别了。”他慷慨悲泣，拜罢起身而去，围观的人无不感叹。后在途中

获得了赦免。 

公孙瓒回本郡后被举为孝廉，受命辽东属国长吏。一次，他带几十名骑兵出行到塞下，

突然遇到几百名鲜卑骑兵。他对众人说：“今天如果不奋力冲出，就得全部被杀死！”说完持

矛跃马冲向敌兵。杀伤数十人，突出重围。 

中平年间，公孙瓒督乌桓精锐骑兵，配合车骑将军张温讨伐凉州反叛张纯等，立了功，

升为骑都尉。张纯又与反叛的胡人邱力居等侵犯渔阳、河间、渤海，进人平原，大肆烧杀抢

掠。公孙瓒率兵追击，与敌兵在辽东属国的石门山交锋，敌兵被打得大败，丢妻弃子穿越边

塞逃走。公孙瓒将他们抢掠的百姓全部救回。后孤军追敌，因无援兵，反被邱力居等围困于

辽西管子城。长达二百天。粮尽食马，马尽煮弓驽盾牌为食。奋力作战仍不能胜敌。最后公

孙瓒与士兵分散突围。敌兵也因饥饿困顿远逃到柳城。皇帝降诏，拜公孙瓒为降虏校尉，封

为都亭侯，仍兼任辽东属国长吏。职责是统领兵马，防御边寇。每听到有紧急情况，他都面

色严厉，怒不可遏，如上阵痛击仇敌一样，每次亲自带兵追击。虏兵熟知他说话的声音，畏

惧他的勇猛，不敢抵抗和冒犯。 

公孙瓒组织起几十个善射的武士，都乘坐白马，自号“白马义从”。乌桓人互相传告，

躲避白马长吏。有的虏兵将公孙瓒的形貌画制成靶子，骑马射箭，射中者都喊万岁。虏兵自

此以后，终于远逃到塞外。 

公孙瓒立志消灭乌桓，而幽州牧刘虞打算凭借恩德信义将其招降，由此二人开始不和。

初平二年，青州、徐州一带黄巾军三十万人进入渤海郡地界，要与黑山起义军会合。公孙瓒

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在东光县南迎击，大破黄巾军，斩首三万多人。起义军丢弃几万辆辎重

车，奔逃渡河。公孙瓒乘其渡至河中时发起攻击，起义军再次大败，死者数万，血流成河；

公孙瓒军生俘起义军七万多人，缴获车辆、盔甲及其它财务难以计算。自此，公孙瓒威名大



 

震，被拜为奋武将军，封为蓟侯。 

公孙瓒劝阻刘虞派兵援助袁术，却又怕袁术知道了会埋怨自己，于是就派堂弟公孙越率

一千人马到袁术那里与他结交。袁术派公孙越随他的将领孙坚攻击袁绍的将领周昕，公孙越

被流矢射中而死。公孙瓒因此恼恨袁绍，于是出兵在盘河屯扎，准备找袁绍报仇。他上疏列

举袁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等十大罪状，并坚决要求讨伐袁绍。于是举兵进攻袁绍，在

这种情况下，冀州各城官兵全部叛离了袁绍，投向了公孙瓒。 

袁绍很害怕，把自己所佩戴的渤海郡太守印绶送给了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并派他到郡

上任，想借此与公孙瓒交好；但公孙范背叛了袁绍，领渤海郡兵帮助公孙瓒。于是，公孙瓒

就自行安排他的将帅担任青州、冀州、兖州的刺史，又安排了各郡太守和各县县令，同袁绍

在界桥展开大战。公孙瓒战败而回。袁绍派大将崔巨业率兵数万围攻故安城，城未攻下，崔

巨业退军南回。公孙瓒率步、骑兵三万人追赶，在巨马河大败崔军，崔军死亡七八千人。公

孙瓒乘胜南下，攻占郡县。到了平原，他派青州刺史田楷占据齐地。袁绍又派兵数万，与田

楷连战两年，双方的粮食都吃光了，士兵也都疲惫不堪，两军互相抢掠对方百姓的东西，田

野连青草都不长。袁绍于是派他的儿子袁谭做青州刺史。田楷被袁谭战败而归。 

这一年，公孙瓒打败刘虞并俘虏了他，完全占领了幽州之地，雄心更盛。刘虞的从事渔

阳县的鲜于辅等要为刘虞报仇。鲜于辅认为燕国的阎柔有威信，将他推为乌桓司马。阎柔招

纳胡人汉民数万人，同公孙瓒的渔阳太守邹丹在潞河北大战，斩杀邹丹等四千多人。乌桓峭

王感激刘虞的恩德，率领本族和鲜卑族组成七千多骑兵，同鲜于辅一起南下迎接刘虞的儿子

刘和，与袁绍的将领麹义合兵十万，一起攻打公孙瓒。兴平二年，在鲍邱河打败了公孙瓒，

斩首两万多人。于是公孙瓒退保易京，开始屯田，刚刚自相维持。两军相持一年多，麹义军

粮用尽，士兵饥饿困顿。剩下的几千人撤退逃跑，公孙瓒率军拦截，击败了他们，缴获了他

们的全部辎重。 

这时，旱灾、虫灾严重，粮食奇贵，百姓饥荒。这时公孙瓒恃自己的才能，毫不体恤百

姓，记过忘恩，稍有对不起他者，便一定报复，州中的良善之士，如有名望比他高的，必定

设法加以迫害。他常说：“衣饰冠冕都是根据职务身份以及富贵地位来的，不必感谢别人的

恩德。”所以他所宠信的人，大多是一些商贩庸才。他的部下处处侵扰糟蹋百姓，百姓因此

十分怨恨他。在这种情况下，代郡、广阳、上谷、左北平四郡的百姓都杀了公孙瓒所任用的

长官，又同鲜于辅、刘和兵合一处。公孙瓒担心有特殊情况，便深居在易京高城之内，做成

坚实的铁门。他赶走左右侍从，规定七岁以上的男人不得进入易京城。专门让姬妾伺候自己，

那些文件簿记全部用绳子吊到城上。他命令侍从们大声说话，使她们的声音能传出几百步远，

借助她们传布指示命令。他疏远宾客，没有亲信，所以谋臣猛将渐渐同他背离。从此以后，



 

很少进攻作战。有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说：“过去我曾在塞外驱逐叛乱的胡人，在孟津

扫荡黄巾军，在那个时候，我认为天下弹指可定。到了今天，战争正在展开，看来这不是我

所能决定的，不如停战致力农耕，来解救灾年饥困。兵法指出：‘有百座敌楼，便不必进攻’，

现在我手下各营望楼绵延千里，囤积谷场三百万斛，吃这些粮食便完全可以坐观天下形势的

变化。” 

建安三年，袁绍又大举进攻公孙瓒。公孙瓒派儿子公孙续去向黑山起义军的诸位将领求

救。袁军步步紧逼，公孙瓒部众一天比一天窘迫，只得向后撤退，修筑三层营垒来固守。 

建安四年春，黑山起义军统帅张燕同公孙续率兵十万，分三路前来援救公孙瓒。未等他

们到来，公孙瓒便派使者给公孙续送信，但信被袁军的侦察兵截获，信中说：“……你们暂

且派五千名铁甲骑兵埋伏在北面洼地中，以点火为信号，到时我会从城内杀出。”袁军便按

信中所说的时间点燃了火。公孙瓒以为救兵到了，便出城作战，结果中了袁军的埋伏，战败。

公孙瓒又退回城中。他认为败势已定，便把他的姐妹、妻小全部吊死，然后引火自焚。袁绍

的士兵疾速登上城台，将他斩首。 

 

田畴 

田畴（169－214）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今河北省玉田县人，现玉田县为古无终国）人。

东汉末年人物，曾向曹操献计击破乌丸，此后便拒绝出仕，直至病逝。 

初入仕途 

初平元年（190 年），刘虞招募人才出使朝廷，田畴受荐，封为从事。田畴临行警告刘

虞公孙瓒乃大患，应除去，但是不获刘虞理会。田畴不用国内道路而选择出塞至朔方，成功

到达长安。朝廷拜田畴骑都尉，被拒绝。三位公府联合举荐，亦被田畴拒绝。田畴回到刘虞

时刘虞已为公孙瓉杀害。田畴设祭大哭，公孙瓉惧其名声而不敢加害。   

刘虞被杀后田畴领族人隐居徐无山（在今河北玉田县），躬耕以养父母，吸引百姓，数

年间至五千余家。田畴被百姓推举为领袖后，订立法律，设立礼制，开学讲道。乌丸、鲜卑

各遣使贡礼归顺。期间田畴拒绝袁绍、袁尚任命。 

 助征乌丸 

建安十二年，曹操征伐乌丸，曹操命田豫邀请田畴为使者，为司空户曹掾，亦即时封为

蓚县县令而暂不到任。曹军因水涨而不能行军，田畴献计假装撤退，实际行小路攻击大本营。

曹操功成后封田畴为亭侯。田畴以自己实际为刘虞的逃兵，拒绝出任任何官职。公孙康斩袁

尚后，田畴以曾经为袁尚所任命而前往吊祭，此举为裴松之认为其假仁假义，不及王修。 



 

屡拒出仕 

田畴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曹操欲强行封赏田畴，亦曾经派遣田畴好友夏侯

惇劝说，都为田畴拒绝。最后曹操拜田畴为议郎。四十六岁时死去，其子亦早死。 

程普 

程普，字德谋，右北平土垠（今河北丰润东）人。东汉末年东吴的武将，历仕孙坚、孙

策、孙权三任君主。他曾跟随孙坚讨伐过黄巾、董卓，又助孙策平定江东。孙策死后，他与

张昭等人共同辅佐孙权，并讨伐江东境内的山贼，功勋卓著。程普在东吴诸将中年岁最长，

被人们尊称为“程公”。 

早年在州郡担任官吏，后跟随孙坚四处征战，讨黄巾余贼于宛、邓，破董卓于阳程普人

等都有参加，数有战功。孙坚死后，程普随孙策起于淮南，攻拔庐江；回来后程普与孙策俱

往东渡江。孙策到横江、当利，破张英、于麋等，又转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程普皆

有功劳，于是给增兵二千，战马五十匹。孙策进破乌程、石木、波门、陵传、余亢，程普的

功劳为多。孙策入会稽后，以程普为吴郡都尉，治钱唐。后又徙为丹杨都尉，居石城。程普

复讨宣城、泾、安吴、陵阳、春谷诸贼，皆大破贼众。孙策曾攻击祖郎，遭敌军所围，程普

独与另一骑兵共扞护孙策，驱马疾呼，挥矛突进贼围，贼军溃散，孙策方能随出。后拜程普

为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程普从讨刘勋于寻阳，进攻黄祖于沙羡，还镇石城。    

孙策逝世，程普与张昭等共辅孙权，于是周旋三郡，平讨不服。又从征江夏，还过豫章，

别讨乐安，不久平定。建安十三年，程普代太史慈守备海昏，与周瑜共为左右督，破曹操于

乌林。建安十四年，程普又从攻南郡，击走曹仁。拜为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

县邑。 

军中先锋诸将，以程普最为年长，时人皆呼普为程公。其性格好施与，喜敬士大夫，惟

曾与周瑜不睦。（《江表传》曰：程普颇以己年长之故，数次侮辱周瑜。周瑜折节容下，始终

不与程普计较。程普后来敬服周瑜而愈加亲重，更向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

自醉。”）   

建安十五年，周瑜死后，程普代领南郡太守。孙权分荆州与刘备后，程普复还领江夏，

迁荡寇将军，不久逝世。孙权称尊号时，追论程普之功，封其子程咨为亭侯。 

韩当 

韩当，字意公,东汉辽西令支(今迁安、迁西一带)人。他弓马娴熟，体力过人，很得孙



 

坚的宠爱。他跟随孙坚东征西讨，多次身历险境，打败和擒虏敌将，被任为别部司马。 

韩当随孙策东渡，平定江东，因功晋升为先登校尉，参加了建安四年（199 年）孙策大

破庐江太守刘勋之役。孙策死后，韩当佐孙权打败了黄祖。当时，苏皖赣一带的越族不服统

治，孙权派韩当等将回师平讨鄱阳、乐安等地的山越诸侯，山越人十分畏惧敬服韩当。韩当

被命为乐安县令。后来他以中郎将的身份同周瑜等人一起抵御并打败了曹操。 

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在孙权征讨蜀汉荆州守将关羽之战中，韩当同吕蒙一起占领

了南郡，因功升为偏将军，兼任永昌太守。 

东吴黄武元年（222 年），刘备率大军进攻东吴，韩当同陆逊、朱然等在涿乡一带大败

蜀军，因功升为威烈将军，封都亭侯。同年，魏军进攻南郡（今湖北江陵），韩当奉命守卫

南郡东南。他身先士卒，亲自指挥作战；激励将士因守，魏军不能破。孙权对此十分满意。

黄武二年（223 年）韩当被封为石城侯。这以后，韩当又率敢死队和“解烦兵”（战无不胜

解危困之兵），平定了丹阳的反叛。不久，韩当病死 

阳鹜  

阳鹜(?-360年正月)，字士秋，阳耽之子；十六国时前燕人(今河北蓟县)。    

阳鹜自小好学，卓识不凡，初任平州别驾，多次进献治国安邦之策，大多被采用。慕容

廆认为他是个奇才，升他做辽东太守。    

北魏咸和八年(公元 333年)，慕容廆卒，其子慕容皝嗣位，任用王诞为左长史。王诞以

阳鹜才能超众为由，把左长史的位子让贤给他。北魏咸康三年(公元 337 年)，慕容皝自立为

燕王，任阳鹜为司隶。阳鹜帮助慕容皝东西征伐，出谋划策。慕容皝临终时，对他的儿子慕

容俊说：“阳士秋忠心耿耿，很有才干，可托付大事，你要好好待他。”慕容俊称雄中原，阳

鹜之功，仅次于慕容恪。后来，慕容暐窃取王位，以师傅之礼待他，倍加隆宠，官至太尉。   

阳裕感叹地说：“过去像常林、徐邈那样的一代名臣，还多次推让至关重要的、显赫的职位，

我这样年事已高、才能低微的人，怎么能担当重任呢？”于是，坚决请求辞职，言语恳切至

极。慕容暐却不答应。    

阳鹜历事廆、皝、俊、暐四朝，德高望重，从太宰慕容恪以下都礼拜他。但阳鹜谦恭谨

厚，超过他幼年还没有做官的时候。他经常告诫约束自己的子孙。阳鹜的子孙虽然显达的很

多，却没有人敢违背他制定的法度。阳鹜生活非常简朴，常乘弊车瘠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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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固 

阳固(466—523) 字敬安，北魏北平无终(今河北玉田)人。 

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阳尼曾作《字释》数十篇；兄承庆撰《字统》20 卷。阳固少年

任侠尚武，养成仗义、勇武的性格。26 岁时始折节好学，博览群书。北魏太和年间(477～

499)，阳固为假陵江将军，从大将军刘昶征义阳。刘昶为人严暴，以苛急治军，三军畏惧，

无人敢言。阳固当面进谏，触怒刘昶。刘昶先要杀死他，后转念让他到军前指挥攻坚。阳固

“在军勇决，意志闲雅，了无惧色。昶甚奇之”（《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603 页）。

后任大将军府参军事，不久，去职守孝。宣武帝登基后，阳固任治书之职。宣武帝醉心佛法，

外戚专权，人民劳苦，阳固作《南北二都赋》讽谏。后因得罪权贵王显而被免职。阳固遂驾

车出游，访古怀旧，作《演赜赋》以明心迹。 

孝明帝继位，阳固被重新起用，蒙清河王元怿推举，任步兵校尉。正光元年(520)，清

河王被杀，其诸子、门生下属隐避不出，唯恐遭祸。但阳固单独去元怿灵堂尽哀恸哭，良久

乃还。正光二年，阳固官至前军将军，后又受命典科扬州勋赏，尚书令李崇自视功高讼勋更

表，面对权贵，阳固据理不挠，为时人所称。 

阳固居官清正，家无余财。终没之日，室徒四壁，无以供丧，亲故为其棺敛。年轻时，

阳固作《终制》一篇，务从俭约。临终时，告诫诸子一遵先制。阳固于正光四年卒，赠辅国

将军、太常少卿，谥号曰“文”。后人辑其作品《阳太常集》3 卷。 

韩德让 

韩德让（941—1011） 玉田小韩庄（原名韩家庄）人。唐末，祖韩知古被掠至辽为奴，

后官至中书令。父韩匡嗣官居南京(今北京)留守，封燕王，后因与宋军作战失败，遥授晋昌

节度使，降为秦王。韩德让自幼受家庭影响和父辈熏陶，智略过人，深明治国道理。初侍辽

景宗“以谨饬闻，加东头承奉官，补枢密院通事，转上京皇城使，遥授彰德军节度使”（《辽

史·律隆运传》，卷 82，第 1209 页）。乾亨元年(979)七月，韩德让代父守南京。九月，宋

军攻打南京，韩德让临危不惧，登城指挥守军抵御 15 昼夜，待援兵赶到，内外夹击，大败

宋兵于高梁河（约在今北京外城一带），史称“高梁河之役”。韩德让因功授辽兴军节度使。 

乾亨四年，迁升南院枢密使。是年秋，辽景宗病危，德让与耶律斜轸俱受顾命。他与承

天皇后萧绰密议，随机应变，剥夺了觊觎皇位的各路诸侯兵权，立 12岁的梁王隆绪为皇帝，

是为辽圣宗，尊圣宗生母萧绰为皇太后，摄国政。韩德让以拥立功总理宿卫事，参决大政。

萧太后为笼络韩德让，使其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私下对韩德让说：“吾常许嫁子，愿谐旧



 

闫怀礼 

闫怀礼(1936-2009)唐山丰南人，国家一级演员，中国表演艺术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委员，曾在 82 版《西游记》中扮演“沙僧”。另外还曾在《蔡文姬》（饰演单于）、《痴

男狂女两世情》(1993)、《三国演义》（饰演程普）、《詹天佑》（饰演袁世凯）、《大明宫词》

（饰演宰相裴炎）、《东周列国》（饰演国君）、《铁齿铜牙纪晓岚》（饰演陈辉祖）中扮演角色。 

张广厚 

张广厚，我国著名数学家,蜚声国际,祖籍唐山,中学毕业于河北省重点中学唐山市开滦

一中,后进南开数学系。 

人物简介 

1956 年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得到庄圻泰教授的指导，成绩突出。1962 年毕业后，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当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1966 年毕业，留数学所工作，1977 年任

副研究员，1979 年升为研究员。一直从事整函数和亚函数理论的研究工作，发表论文 20 余

篇，主要有：《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亏值、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的关系的研究》、《整函数和

亚纯函数的渐近值》等。与杨乐的合作研究成果，被国外的数学家称为“杨张定理”、“杨张

不等式”。 

获奖记录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1982 年全国自然科学二等奖；专著《整函数与

亚纯函数理论》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王兆国 

1941年 7 月生，唐山丰润区人，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中

央委员，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全

国人大常务会副委员长和总工会主席。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八届、九届全国

政协副主席。 

管桦 

管桦，（1922-2003）当代作家、书画家。唐山市丰润区人。原名鲍化普。1922年 1月



 

学毕业后，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1928 年，日本侵略军出兵侵占济南，造成济南惨案。

李连捷被迫离开济南，转入燕京大学理学院学习生物学和地质地理学，1932 年毕业，获理

学士学位。同年，被聘为中央地质调查所调查员，曾协同美国土壤专家梭颇（J.Thorp）到

全国许多省份进行土壤、地质等调查，发表论著 9 篇。    

1940 年，李连捷获中华文化基金奖，被派往美国考察水土保持并深造。1941 年，在美

国田纳西大学农学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并于当年秋季转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边学习边研

究有关土壤发育速度的课题。他以印第安人在 1800 年前用“卑罗软黄土（Peorian loess）”

营造的墓地为时代标志，并根据碳酸钙、小于 0.2 微米粘粒的移动、盐基交换、无机碳总量

等土壤参数在土壤剖面中的变化，来计算土壤发育的速度。这项工作受到美国有关方面的重

视，作为伊利诺斯大学农学系的论文发表。1944 年，李连捷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应美国军

事制图局之聘到美国联邦地质调查所军事地质组工作，专门从事土壤地理分布与行军条件，

土壤学在工程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与制图。在美国期间，他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参观访问

了二十几个州的农业院校、试验场和水土保持站，足迹遍及大半个美国。    

李连捷经过对中国、美国主要农业区的土壤、地质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在土壤学、土壤

地理、土壤制图、土地资源的分级与评价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和造诣，本可留在美国工作，

但他思念着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的灾难深重的祖国，谢绝了美国朋友真诚的挽留，

于 1945 年 6月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回国后，李连捷为了科学，为了民主，经多方奔走与联络，与同事熊毅、侯光炯、李庆

逵、马溶之等，并联合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土壤工作者发起成立了中

国土壤学会，借以团结全国土壤科技工作者，振兴祖国的土壤科学。当时参加学会的有六七

十人，李连捷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1947 年，李连捷应北京大学农学院之聘，任土壤学教授、土壤系主任。1949 年北京农

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成立后，任土壤农化教研组主任，为我国土壤科学培养人才。    

1951 年，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派遣，两次去西藏考察，为开拓世界屋脊的农牧

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54 年，他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

地学部委员（院士），1956 年受聘为高等教育部一级教授。    

在五六十年代，他多次会同北京市和全国的农业科技人员组成综合考察队，到北京山区、

新疆、东北、西北、黄河后套、海南岛等地进行科学考察。在工作中，他十分重视理论联系

实际，关心土壤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不但取得了宝贵的资料，而且结合当地工农业生产和人

民生活的实际，提出规划和设计，以及开发和治理的具体实施方案。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当时已经年近花甲的李连捷随北京农业大学迁出北



 

京，下放到陕西省甘泉县清泉沟。    

1973 年，李连捷由农村返回北京，就立即着手翻译《土壤地理的微形态特征》一书，

后去河北省曲周县参加治理盐碱地工作。1976年他又到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进行草山的

开发治理研究。由于这项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效益，1982 年荣获农业部颁发的“技术改进一

等奖”。    

1978 年，他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荣获“科学大会奖”。会后，他参加了以李庆逵教授

为团长的中国土壤学会代表团赴加拿大埃德蒙顿出席第十一届国际土壤学大会，并于会后到

加拿大东部十多个省考察。同年，又代表农业部赴意大利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协商在我国筹建

农业遥感与应用培训中心，力促遥感这项新技术在推动我国农业生产上发挥作用。经多方努

力，该中心于 1979 年在北京农业大学成立。李连捷出任中心主任。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中心举办了 20 期培训班，除为我国培训了 500 多名农业遥感的应用人才外，还完成了国家

水土保持、土壤监测、作物估产、草场监测等科研项目。    

80 年代末，李连捷已年逾八旬，仍在孜孜不倦地指导众多研究生。40载的教学生涯，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土壤科技人才，其中不少已成为专家、教授和领导干部。    

李连捷深受学生的尊敬，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因为他为人耿

直，敢于坚持真理。他坚决反对“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对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

他都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决不趋炎附势，推波助澜。1979 年，社会上盛行开会之风，大

会小会比比皆是。对此，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投书报社，阐述“清谈误国”的道理。他

的这一行动，受到许多人的赞扬和支持。    

进入 90 年代后，他虽患有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但仍不顾年老体弱和家人、学生

的阻拦，去外地视察工作或开会。这位耄耄之年的学者，每天手拿放大镜伏案挥笔修改论文，

撰写书稿，编写教材，同时还孜孜不倦地研究以土壤特性为依据的土壤系统分类学，希望促

进我国土壤分类学数量化和科学化，并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之列。    

李连捷在担任中国土壤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以后，又当选为历届理事会的副理事

长、顾问。他是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评议

组成员；《土壤学报》编委；《土壤译报》主编。对于社会工作，他总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1986 年和 1987 年，他先后荣获北京市科协和中国土壤学会颁发的荣誉证，表彰他为科学事

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1992年 1月 11 日李连捷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 84 岁。 

科学研究 

在土壤调查基础上提出土壤分类的新见解    



 

30 年代前后，我国的地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还处在研究各自分类系统问题的阶段，

土壤学也不例外。土壤分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土壤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对土壤分类研

究较少，而受苏、美影响较深。面对这样的现实，李连捷深信探索和实践是解决科学问题的

主要途径。他积极参加野外调查，以便积累经验，增长实际知识，进而为中国的土壤分类作

出贡献。    

早在 1932 年，李连捷作为北平中央地质调查所调查员，参加了陇海路西北考察团，赴

渭河流域为陇海铁路西延，修建潼关至兰州段而进行地质、土壤及农业环境资源的调查。当

时正值关中大旱，霍乱病流行，到处新冢累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的悲惨情景激起他强

烈的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疫病流行区完成调查工作。这次秦川之行，

迈出了他考察祖国河山的第一步。关中归来后，1933 年又应平民教育会的邀请到河北省定

县作详细的土壤调查和分类研究，并绘制成图。1934 年，他又赴江苏、安徽、浙江等长江

下游近百个县进行土壤调查。这期间，他往返于大江南北，徒步万里，采集土样近千个，对

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进行了土壤成因及地貌的分析，还绘制了十万分之一的水稻土分布图。   

1935 年，李连捷和他的同事以及地质调查所的美籍土壤学总技师梭颇一起到两湖、江西等

地调查长江两岸及湘赣支流谷地红壤的发生和分布。这是对我国这一地区最早的土壤调查。

在对红壤和水稻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土壤类型。当时正值土壤科学由简单的机

械论向土壤发生学过渡的阶段，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土壤学界的重视。    

1936 年，李连捷赴山西五台山山地、汾河河谷等地考察土壤。后来再度与梭颇合作，

深入到福建沿海、两广等地进行细致的、长期的土壤调查。他们在广西协助建立了省土壤调

查所，培训工作人员，出版了 3 册土壤专报。在土壤分类方面。他们提出红壤的分类、黑色

石灰土的阶段发育类型、水稻土的类型及石灰粉对缓解土壤酸碱度和板结等问题的作用，同

时也发现了广西水土流失严重。    

1939 年，李连捷和熊毅、侯学煜 3人在贵州进行了为期 1年的土壤调查。当时贵州省

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极为贫困。他们在调查后写成《贵州中南部之土壤》一书，论

述了该地土壤的发生分类。并对该省农林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见解。可惜，由于时代限制，研

究成果未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    

李连捷于 30年代在柳州调查时发现了黑色石灰土的发生进而演变为红壤所经历的各个

阶段。1940年，他再度深入广西，又发现了不同色泽的石灰岩母质演变为各种石灰土所经

历的各个阶段。   

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李连捷发现华南数省水土流失严重。不论是沿海低地还是内陆山

地，由于森林的破坏，土地利用的不当，造成水土流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不毛的丘陵地区，



 

径流和河流都因载沙过多，致使河道淤塞。这种现象在降水量为 1000—2000 毫米的华南数

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陆沉”。    

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李连捷对红壤、黄壤的形成与第四纪地质及水文的关系提出了见

解，撰写了 3 册有关广西、贵州土壤的著作，并首次就土壤分类提出了 3 个土纲，即：自型

土纲（Automorphic）、水型土纲（Hydromorphic）和复成土纲（Metamorphic）。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赴西藏、新疆、青海进行综合考察；深入海南岛、雷州半岛

等沿海调查橡胶宜林地；去察北考察防护林带；到东北、西北规划军垦农场；直到 1985 年，

他已年近八旬，还带领研究生爬上北京昌平南口的山地，进行土壤和地貌的考察；1987 年

他再度西去新疆；1988年又南去大别山，……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汗水洒落在高原和大山之巅。他考察过上万个土壤剖面，行程达 30 余万公里。长期的实践，

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而升华为理论。但他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仍有“晚年盛

世人不老，梦境犹希踏昆仑”的雄心。    

风餐露宿征服高原，为西藏引进内地作物     

西藏和平解放后，为了开发边疆，巩固国防，建设繁荣富强的新西藏，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科技人员，包括农业、地质、医药、社会和语言等方面，组成工作

队，赴西藏进行科学考察和生产开发。李连捷被任命为西藏工作队农业组组长。   

 进藏初期，李连捷和他的工作队遇到重重困难。首先是交通困难。由昌都到拉萨要翻

越 5000 米以上的山梁 18个。由于高山缺氧，人马总是气喘吁吁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好

似置身于云雾之中。有时又得利用滑溜铁索过江。其次是恶劣的气候。除了正常情况下的“一

日分寒暑，十里异葛裘”外，还经常受到“风云突变，雨雪交加”的袭击。他们住帐篷，吃

夹生饭和野果野菜，边行进，边调查，由昌都到拉萨，竟走了 48 天。    

进藏后，工作组考察了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农牧业生产，并采集了许多标本和样

品，帮助兵站建立农场，为他们提供种子和技术。在拉萨，李连捷和同事们还为驻藏部队举

办农牧培训班，建立八一农业试验站，指导干部战士进行生产和科研。兽医人员还筹办了兽

医班和血清厂。在工作队和驻藏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试

种的黑麦亩产达 400 公斤，引进的苜蓿等豆科牧草深受广大牧民的欢迎。内地的冬小麦、元

白菜；大白菜、萝卜也在高原上安了家，世界屋脊上首次结出了西瓜。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

汗水唤醒了西藏这块沉睡多年的土地，开创了那里有史以来的农业科研工作。    

从 1951 年到 1953 年，他曾两次赴西藏考察。后因积劳成疾，方绕道印度、香港返回北

京。    

西藏之行是李连捷人生历史上珍贵的一页。每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总是认为，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颗粒由粗变细，由砂卵石、砾石向南过渡到粉细沙，卵砾石逐渐消失。含水量由厚变薄，由

单层变多层，水量由大变小，水质由好变坏(南部深层承压水仍为好水)，地下水流向，由北

向南偏东。 

自然资源 

滦南县海区有得天独厚的港址、海洋生物、盐业和盐化工业、能源矿产四大资源。自然

条件优越，地理分布合理，腹地资源丰富，开发前景广阔，对振兴本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滦南县海洋生物资源十分丰富，主要有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游泳生物和潮

涧带生物。、晒盐是本县沿海地区的传统产业，发展原盐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本县的矿物资源主要有铁、煤和石油.铁矿分布在马城、多余屯一带，埋藏地下，属于

滦县司营铁矿体的延伸。煤矿分布在青坨营、小水坡一带，属于开滦煤矿的延伸。石油主要

分布在南堡、高尚堡、柳赞一带沿海及渤海湾浅海，这里在构造上属南堡凹陷区。已发现储

油构造，油、气集聚量达 4.10 亿吨，其中陆上有 2.05 亿吨，海上有 2.05 亿吨，已开采，

并伴有天然气产生。 

经济发展 

滦南县南临渤海，背靠京津，东南距京唐港 40公里，东北距秦皇岛 120 公里，西距唐

山 44 公里，西南距天津 182 公里，西北距北京 250 公里，位于环渤海和环京津交融地带。

境内唐港高速公路横穿东西，蛇港铁路纵贯南北，沿海公路、平青乐公路与 102、105 国道

相连，县乡公路四通八达；境内曹妃甸深水大港正加紧建设，水陆交通便捷畅通。得天独厚

的区位优势，使滦南正在与京津唐秦等大中城市融为一体，成为“大北京”城市圈和沿海经

济开发带前沿。 

滦南县得山海之利，资源广博，物产丰富，素有冀东“三米之乡”（海米、大米、花生

米）的美称。东部壤区为滦河冲积平原的肥沃土壤，西北部沙区饲草饲料资源丰富，南部沿

海渔业生产发达，中部为“柏各庄大米”的生产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农业生产格局。在农

业发展的同时，滦南县农村非农产业异军突起，以钢锹、再生棉、草制品加工、木材加工等

为主体的特色经济镇、特色经济村迅速崛起，并形成了一批年产值 5000 万元以上的骨干产

业，成为农村经济的新“亮点”。 

滦南县文化底蕴丰厚，评剧、滦州皮影、乐亭大鼓均发轫于滦南，被称为“冀东文艺三

枝花”，乐亭大鼓《碧海丹心》、评剧《冤家·亲家》问鼎国家级大奖，皮影火爆京城，农村

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等社会文化日趋活跃，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县。  

历史沿革 

滦南县 1946年建置，因位于滦县南部，故名滦南县。建县时间虽短，但境地历史悠久，

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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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乐亭县虽系海隅小县，但历史悠久。从历史记载与出土文物考查，在数千年前，已有人

类居住，滋养生息，创造社会文明，历代兴替，沿革频繁。    

乐亭唐尧时代属冀州；虞舜属幽州。夏代仍属冀州，商代属孤竹国（孤竹城在今之卢龙

县城南 12 里地的地方）；周属燕国幽州。秦并 6国，分天下 36 郡，属辽西郡。汉置骊城县，

属右北平郡。后汉复置海阳县，属辽西郡。晋为乐安镇，亦辽西郡。北魏为乐安亭，属肥如。

隋属北平郡卢龙县。唐属平州马城县。辽设马县属平州。金天会元年 1123 年始建乐亭县属

滦州。    

元初置溟州，四年后废州，复为乐亭县，属滦州；明仍设乐亭县属滦州；清为乐亭县，

雍正前属滦州，乾隆元年后直属永平府。    

民国建元（1912 年），废府设道，属直隶省津海道，至民国 17 年（1928年），撤销津海

道，改直隶省为河北省，乐亭县则直属河北省。民国 22 年（1933 年），国民政府与日军签

订《塘沽协定》，划冀东为特区。至民国 24 年（1935 年）国民党政府派何应钦与日军签订

了《何梅协定》，汉奸殷汝耕据此于当年 12 月 25 日将 11 月成立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乐亭县即在冀东 22县内，属滦榆区。    

民国 24 年（1935 年）日寇与汉奸所酝酿之“政务委员会”，在当年 12 月 18 日出笼。

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从此确定了华北政权的特殊化。民国 26 年（1937 年）卢沟桥事

变，全国揭起抗日旗帜。日伪政权更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后又迁至唐山，成立“冀

东道尹公署”。从此乐亭县属于冀东道。    

1943年 8 月，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昌乐联合县”。    

1945年 11 月，取消“昌乐联合县”恢复乐亭县，属冀东行署 13 专员公署。    

1948 年，县境范围有所扩大，将滦南县之捞渔庄、大相各庄、翟各庄划为乐亭县；将

昌黎县之董庄、姜庄庄、会里等亦划为乐亭县。至 1949 年全县划分为 6 个区。  

1949年 12 月，昌黎县第七区姜各庄区划归乐亭县管辖，为乐亭县第九区。1950年 3

月建第十区，区公所设在庞各庄。1953 年 4 月 24 日至 6 月底分 3 批进行了划乡工作，全县

共划 105 个乡镇。其中区辖镇 5 个，县辖镇(城关镇)1 个，行政村 533个(含城关 8个街)。

一区城关，辖 14 个乡；二区胡家坨，辖 20 个乡；三区汤家河，辖 20 个乡；四区阎各庄庄，

辖 20 个乡；五区新寨，辖 18 个乡；六区汀流河，辖 13 个乡；姜各庄镇为民族民主联合政

府；全县实为 106 个乡镇。1956 年 7 月，按上级指示，全县 106 个乡镇合并成 38 个，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