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
·
《
夫
也
吸
增
加
税
览

司
存
喜
主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保定文化资摞概芫/司存喜主编. -{呆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0.8 

ISBN 978 -7 -- 81097 - 327 - 4 

1.保… ll. 司… ill. 文化概况保定市 N. G127. 223 

中国版本周书'自 CIP 数据核宇 (2008) 第 205770 号

保定文化资嚣概览

责任编辑/习毅

装~虎设计/王面友霍志甜张广)11

责任印制/蔡进建

出摄:河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保定市五1m东路 180 号

经结:全胃新华书店

印制:镇定市中噩美凯印刷有~~公司

规格1/16 (889mm x 1194mm) 

E口号长: 206 

字数: 3480 于字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2 殷

印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978 -7 - 81097 - 327 - 4 

走街: 468.00 元〈全 8 册)



〈保定文化资源、概览〉编篓委员会

名誉主任:宋太平李谦李光耀崔启慧

主 任:司存喜

副主任:王福友

执行编委:唐东浩孙彦君张广)11 :弹进柱李风林王玉洁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志乾王涛蝉建军朱立文闰向陪刘书勤

刘春林X1J洪洁X1j畔力刘晓梅李文阁李永保

李全新李桂生张晓笠张铁山扬秀云周喜峰

胡志英赵其国赵泽琼贾见勇韩朝红温占芳

蒋秀琦

主 编:司存喜

常务副主编:王福友

副 主 编:孙彦君张广川再进柱李风林

微机录入编辑:王玉洁拣专静



人向

一、本书按照 H呆定市建EE文化大市规立自纲要 (2006 - 201 0 n 基本要求编

写。 记述?在望 f)J.现保定市行政区划为准。 记述内容上跟不j堤，下限截至 2009 年

年底，个别资料视需要廷件至定稿。

二、本书兼顾文化行业分类和保定市具体情况，分卷编墓，以条目记事。

全书分 11 卷手o附录，以下再分类吕，类吕各层次以阿拉倍数字却标题挥示序号。

三、在编篡过程中，尽量保持资料原始风貌，需要瑕据体倒在文字上进有

如王白的，也注意保持客观性，不如评述和论断。全书文字除照录原文部分外，

坊采用现代文体。

E 、由于本书资料(贪图片)来源广泛，难以在文稿中一一注既出处，为
此，在书后列参考书目 c

五、文物遗存卷中，不可移动文物重点收录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选收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信藏文物重点收录国家气级以上文物，选收部分一般

文物。

六、艺文成果卷中，重点选收史志类和文学艺术作品，且着重歧录本籍或

客籍作者在提定创作或内容与保定有关的著律〈作品) ，作者介绍采取以事系人

的方法，在著作(作品)条吕中一并记述。对当代艺文成果的作者嘻重点、记述

国家经会员。

七、著名人物卷，分本籍、客籍、外国友人，主要故录逝世人物，在世旦

吕前在保定工作的只收录爵皖院士。

八、清代及以前采用历史纪年，捂注公孟纪年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后，

除引文外，均使用公元纪年，必要时括注民国主己年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一

律使m公元纪年c 历史地名、机构、黯宫名称，均按当时、吁地称谓，历史地

名必要时括注今地名。

九、统计数字和计量单位的使用，按照哥家梧关规定执行。历史上的计量

单位，怯历史习琪，不进行换算。新中国成立后统一使用公缸， 113.民间文学

除外。

卡、出现额率较高的常用机构名蒜、政治术语、会议名称等，在不出现歧

义的情况于使用简称。本书所揭"新时期"为中共十一居主中全会以来的历史

时期。

十一、各类目交叉内容，为避免重复，捏捏具体内容采取各有倒重的写法

或参见的方法处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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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历史事件……........….........…................….. ... .....,... ( 1 ) 

1 -1 古代………..........…………........................…..........…. ( 6 ) 

王亥与有易氏(6) 燕国始封(6) 燕葛迁都(7) 燕盟内乱(7 ) 

魏、赵灭中山 (7) 羔程王建下都 (8) 秦开破东辑 (9) 乐毅伐

齐 (9) 田羊败羔军( 10) 燕赵之战( 10) 燕赵之战(10 ) 秦赵尧

山之战( 10) 需轩剌秦王(11 ) 秦天燕(12) 掘远的"传辙而定千

里"计(12) 珞子封曲逆千美(13 ) 茅盈穆道古桓山 (13 ) 西汉末品

羔农民起义(13 ) 刘秀定河北(13 ) 王霸杜茂治飞狐道(14 ) 东

汉末河北农民起义(14 ) 易京之战(15 ) 曹操北枉乌桓(15 ) 晋

武帝封同姓王(16) 河北士族南迁(16 ) 后赵与后燕之哉(17)

廉台之战(17) 慕容垂定都中山(17) 北魏灭后是(18 ) 北魏农

民起义(18 ) 隋末农民起义(19) 唐代定于N 丝织业 (20) 突厥在

定州 (20 ) 唐与安史叛军在保定的战斗 (20) ~可北节度使豁

据(21) "四王二帝"之乱(22) 唐代保定铸我(22 ) 朱全忠征服

河北诸镇(23 ) 后唐与英丹之战(23 ) 白团、魏村会战 (25 ) 孙方

沫坑辽 (26 ) 局世宗北伐 (26 ) 宋辽哉争 (27 ) 北宋建味到

域(29) 宋军营田备边 (29 ) 宋辽互开榷场 (30 ) 韦贵叛宋

案(30) 董才起义反辽 (31 ) 末全联合攻辽 (31 ) 金兵攻珞保

v'li (32) 全幸宗筑渥域(32) 九公封建(32) 蒙古军屠保1'1'1 (33 ) 

张柔重建保安I'J 域(33 ) 元直保定路(34) 红巾军、明军克保定(34)

明朝在河北的马政(34) 靖难之役(35 ) 大宁都司移驻保定(36)

明代易如i 炭厂 (37 ) 蒙古瓦剌、鞋盘部内侵 (37) 扬一桂开广科

渠(38) 清军攻咯保定诸扑i 县 (38 ) 刘六、刘七起义军转战保

定(38) 保定总兵署成立 (39 ) 大)模军破保定 (39 ) 圈地(39)

直隶省会移驻保定性。) 保定鼓铸局每办( 40) 方现承编制《棉花

圈 }(40) 莲花池修复和莲池书院生才建(41)

1 -2 近代......………………………………………………………. ( 41 ) 



捻军北上保定(41) 李鸿章建淮军公所 (41) 李鸿章改造保定域

:弯道(42) 直隶官刻印书局设立 (42) 朝鲜李呈应羁押保定(42)

保定教案(42) 沫水教案 (43 ) 保定义和国运动 (44 ) 英法德意

军队是犯保定(45) 袁世凯在保定结练新军 (46 ) 袁世凯在保定

创办学校(47 ) 慈禧、光绪经保定返京(47 ) 总禧渴西陵(48) 保

定苗军军官学泣建立( 49) 卢汉铁路建设(49 ) 直隶高等学堂合;

建(50) 辛亥革命在保定(51) 保定兵吏 (56) 易县农民抗税斗

争(56) 留法勤工佳学运动 (57 ) 曹银在保定 (58 ) 保定电灯股

份有限公司建立 (60) 保定乾义面粉公司建立(~O) 

吕 1 -3 现代…….....，..............................…….".....……….. ( 61 ) 

五四运动在保定(61) 直皖战争(62 ) 第一次直奉战争(62) 河

录 北大学改组风波(65 ) 中共保定地方组织的建立(臼) "二七"大

罢工在保定怜的 直隶女二师学潮 (66) 平教会定县实验区 (67)

三 中共保定市委成立 (68 ) 国民革命军与奉军之战 (68) 中共保属
3 
ε 特委成立(71 ) 五里岗暴动(71 ) 中国红二十四军在卒平 (73 ) 

保定二师学潮 (74) 高蠢暴动 (74) 周患来、彭德怀到保定 (76)

埠保会战(76) 晋察冀军军成立(78) 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79)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成立(8日 《晋察冀日报》创刊 (82 ) 晋察冀边

区首届参议会召开(83 ) 全吕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出版(84 ) 晋

察冀边区货币发行(85 ) 倒马关首战告捷(86 ) 吕正操率部攻占

高归 (86) 于八战斗 (87) 二道:可歼灭哉 (87) 安国县域争夺

战(87) 牟平、五台埠击战(88) 民八事件(89) 板家富战斗(89)

大龙华战斗(89) 莲子口战斗怜的 薛庄战斗 (91) 雁宿崖黄土

岭战斗(92) 神堂战斗 (94 ) 晋察冀军民参加百图大战 (95 ) 东

庄战斗(97) 北后台战斗(98) 1941 年冀西反"扫荡"斗争(99 ) 

1942 年冀中反"扫荡"斗争( 100) 黄崖山战斗 (102 ) 东阜才战斗

( 102) 松树峰战斗( 102) 三高(滑岗、革奇、宋岗)战斗( 103) 两

佐民兵大捷(103) 地道战(104 ) 敌后式工队创建(106) 铁路工

人蒋去队刽建( 107) 白洋淀展销队含5 建( 108 ) 娘子神地雷



战( 109) 神仙山保卫战(110) 1943 年冀西反"扫荡"斗争(112)

张村营战斗 (112 ) 于坊惨案( 113 ) 常庄惨案(1 13 ) 耕陀惨

案(1 14 ) 野北惨案(1 14 ) 寨头s惨案( 115) 北噎惨案(1 16) "血

井"惨案( 117) 野场惨案( 118) 平 fa 惨案( 119) 米家务惨

案(120) 解放安茵县域(120) 得放新安县城(121) 解放博野县

城(122) 解放满域县城(122) 国民党军队接管保定(124) 晋察

冀新华广播电台开播(124 ) 保定绥清公署"共党谍报案" (125 ) 

保定解放前物价飞涨(126) 满东战役(126 ) 解放定县城( 127) 

南奇战斗(128) 清风店战役(128) f1墩子山哉投(129 ) 平汉珞

自 破击战( 130) 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牟平县( 130) 土地玫萃(134 ) 

保定干部南下( 135) 货币兑换( 136) 解放保定(136 ) 保定专员

录 公署建立( 137) 

2
一
「d
Z」

1 -4 当代........…...................................…….........………. ( 138 ) 

中共保定地委发出新区为j 问题的指示 (138) 1950 年洪水灾

害(138) 镇压反革命(138 ) 拉美援朝(139) 宣传贯彻新《婚娼

法} (139) 中共保定地委对干部安排问题作出指示( 139) 公审贪

污耗刘青由、张子善(140) "三反"运动(140) 保定专、市联合举

办物资交流大会(140) 远乡建镇工作(140) 中共保定地委发出

通知稳定粮价(140) 中共保定地委发出通知督促建合作社(141)

定县专区撤销(141) 建立高阳区棉织专业生产联社(141 ) 新四

人民币兑换工作(141) 保定青壮年赴苏联(141 ) 中共保定地，委

对农业社整顿作出指示 (141) 制定私营工业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

造规划(142) 清理敌伪档案(142) 建立民族乡(镇) (142) 白内

蒙古和青海移民(142) 实行粮油统病统销 (143 ) 反"右派"运

动(143) "大跃进"运动(143 ) 保定市为i 归保定专区管辖(144)

河北省省会迁往天津(144) 大规模调整县级区划(144) 西大洋水

库动工兴建(144) 王快水库动工兴建(144) 大'炼钢铁运动(144)

毛泽东到保定视察(145) 实现人民公社化( 145) 刘少奇视察保

定(146) 党政军领导人到保定视察(146) 志愿军代表团到保定参



现考察(147) 周恩来视事保定( 147) 肃反运动结束(148) 开展

反"右倾"整风运动(148) 开展农村整风整社(148) 保定专、市合

并重建保定市(148) 1960 年部分E划调整(148) 吕家一批重点

工业项目落户保定(149) 中共保定市委研究解决吃饭耳题(150)

越少奇到保定视察(150 ) 朱德到保定视察(150) 县级行政远远

挟复性调整( 150) 压缩域镇非农业人口(151 ) 保定地委检查总

结大跃进以来的工作(151) 1963 年抗洪救灾( 151 ) 北京部队举

行谢臣烈士命名大会(154 ) 开展"四清"运动 (154 ) 邢台地震波

及保定(156 ) 汗北省省会再次迁回保定(156) , "文化大革命"运

自 动开始(156) 解放军飞支γ两军" (157) 造反派组织的活动与

武斗事件( 157) 中央便成保定两派群众组织联合(158 ) 陈伯达

录 到保定(158) 河北省省会迂驻石家庄( 158) 举办保定两派在京

学习班(159) 歧缴武器，制止武斗(159 ) 保定地、市革命委员会

主 成立(160) 河北大学由天津迁至保定(160) 华北电力学院迁至z 保定(160) 中共保定地亘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刷 计划生育
工作开始(160) 白洋淀综合治理第一期工程(161) 开展"批林批

孔"运动(161 ) 白洋淀遣废水污染 (161) 江青、王洪文等人到保

定(161 ) 支援唐山抗震教灾(162) 详念毛泽东主席 (162) 庆祝

粉碎"四人帮" (163) 中央成立专门小组解决保定问题(163 ) 

平反冤假错案(164) 行署召开重点县文物工作会议(165 ) 地委

召开常委会研究农村"大包干"问题 (165 ) 胡罐邦到保定视率

( 165) 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165) 开展禁毒工作 (165 ) 

军地联合召开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单位现场会(165) 实行摸葬改

革(166) 胡耀邦到保定考察(166 ) 什署召开小城镇规划建设座

谈会( 167) 乡镇更名和改乡设镇(167) 开展清理"三种人"工作

( 167) 制止党政机关办企业( 167) 土地承包调整工作什68)

开展人均增百元活动 (168) 农村新合作经济迅速发展(168)

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40 周年(169) 白求恩、村

禄华纪念馆奠基(169) 石家庄铁路分局召开宋增蜂命名表彰大



会(169) 耕启立到保定视察(169) 保定郊这撤销( 169) 白洋淀

污染治理受关注(169) 隆重举什"亚运之尤"火炬交接仪式(170)

重新界定域市规划区 (170 ) 举办保定市首届古城书市(171 ) 

开展古树名木调查(171 ) 保定火车站广场改造工程竣工(171 ) 

中共保定市委迁出直隶总督署 (172 ) 芬兰环境保护专家组来保考

察(172 ) 江泽民到保定视察(172 ) 保定市完成首次国有资产产

权登记( 172) 地热开发科用国际研讨会召开 (172 ) 保定市高新

区被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 (172 ) 乔石到保定视察(173 ) 保定市

获全国双拥模范域称号 (173 ) 安国东方药域交易大厅技入适

自 营(173) 保定地、市合并组建新保定市(17剖开展宣传学习马恩

华活动(173) 胡锦垮考察河北省"严打"斗争情况(174) "太行山

录 道路"享誉全菌 (174)人民广场举行落成典礼(175 ) 庆祝香港回

归祖国活动 (175 ) 李鹏、吴邦离到乐凯胶片公司考察(175 ) 河北

三 省第一家古物市场在保定兴建(175 ) 尉健行到保定考寨(175 ) 
2 
ε 开展争创文化先进县活动 (175 ) 温家宝到定州农村调研(175 ) 

保定总督署广场建设破土动工(176) 纪念保定解放 50 周年(176)

机采定日报》创刊 50 周年暨报社成立 50 周年庆典(176) 保定干部

群众强烈谴责北约侵犯我国主权的行径 (177 ) 李瑞环到保定视

察( 177) 召开"三讲"教育动员大会( 177) 天或集团与西门子公

司合件项目签字(177 ) 开展进澳门回归庆祝活动 (178 ) 胡锦涛

到保定视寨(178) 保定市"村村通"工程通过省级验收(178 ) 

保定市区环西路北延一期工程竣工(178) 保定市亘东风路东延工

程建成通车( 179) 李岚清到保定视察(179 ) 全国"星克计划"现

场会在保召开 (179 ) 沙尘暴席卷保定( 179) 战胜"非典"疫

靖( 179) 贾庆林到保定视察( 181 ) 保定总体规却获得国务皖批

复(182) 温家宝到保定考察( 182) 李长春到保定考客(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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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历史事件

保定历史悠久，有烛烂的历史文明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从已发掘的

一系列古文化遗址看，保定区域具有发达的史前文明。如j来水县出士的智人

化石可证实，在 2. 8 万年前，这里即是黄种人〈蒙古人种)的祖先一一智人

的繁部生忌地。众多的从石器时期到商、属文化遗址朝有关唐尧及有易氏的

历史记载和大量的传说，可证实这里是窘尧的故里。在四五千年前，这里已

经是人烟辐凑、清落密布，原始农业经济梧当发达的区域，有易民己在易水

流域放牛牧马、植桑种谷了。出沫水张家洼出土的北信青铜器，有关专家推

断，这里就是古燕国的始封地。春秋战国时期，保定区域先为燕、中山(鲜

虞〉侯国之地，到占主自中期，赵灭中山，保定南属赵、北属燕，始有"燕离

赵北"之说，成为燕文化的撞撞。燕国曾在今容城东筑都域，燕昭王在今易

县筑T部。燕昭王复自中兴、荆辆束自秦王等传之千古的事件都导挥、于这里c

秦汉时期，保定区域始设众多的郡(民)、县，筑关建域，成为北部战略

要地ο

三冒雨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酷段，河北的世家大族纷

纷南下江淮，丽北方潜牧民族黯南下中原接受汉文化，建立国家。保定区域

正处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结合过渡带，受影响是最大的。东晋十六国到

南北朝，保定区域先后属少数民族建立的自家冉魏、后赵、前燕、前秦、后

燕、北巍、东魏、北齐、北南等，其中后燕定都中山(今定全1'1) 0 多年的战

乱使保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吉于大挝士族事迁，使当地文化受到冲

击。 但同时多个少数民族在这里的活动，又给这里的文化注入了多元成分，

使这里的民风质朴而捍劲，文化上也富有特色ο 《隋书·地理志》说"自

吉言勇侠者皆推幽并 然嚣郡自前1t以来多文程之士。"

南唐五代时期，保定区域经历了隋初和盛唐的稳定发展龄段，也经历了



隋末的动荡、唐代安史之乱、藩镇韵据和五代的给纷战乱。在需初在盛唐，

保定的经济文化得到全雷发展，居民保定区域属河北道。唐天宝年间，河北

道正合棋粟 182 万石，义仓棋粟 1754 万石，居全国第一，经济地位十分重

要，所以唐代在定井|设大总管府。经济的发震但进了文化的繁荣，出现了一

大批文化名人。陪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保定是农民起义非常活跃的地方:

安史之乱，这里又首当其冲;藩镇割据，这里的藩镇势力最强，足以和唐朝

廷相抗衡。难怪有些在朝廷不得志的读书人来到这里寻找出路。韩愈《送董

邵南游河j巳Ff}中的董部wiî即是其中之一。五代时，保定先后分属后唐、后

晋、后汉、后题及辽(契丹)等雪各统治者之间杀伐不已。保定虽不是政

治、军事斗争的集点，却也时时处在战争的旋涡中。重要战事有百唐与契丹

的曲阳之战、辽吴南侵、离世宗北伐等。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姥予契丹

(辽) ，保定北部的添州等人辽。连年战争，民元7 日，经济遭到很大蔽坏。

宋辽金元时期，保定先是处于宋辽边界，宋辽之阔经常发生战争，而且

主战场多是在保定一带，著名的有杨家将抗辽、满城战役、瓦桥关战役、岐

沟关战役等。宋辽战争多以宋王朝失败雨告终，辽军得在后即劫掠雨去。直

至宋景德元年十二月( 1005 年 1 月) ，宋辽订立"重湖之盟"两国才结束

长达 30 余年的大规模战争。双方以易水、自沟河为界，并互开榷场，进行

双边贸易，这塾榷场多在保定界内。宋朝为前御辽兵南侵，除在边境建筑关

隘驻守军队外，还沿边境地区，从今模域、保定、徐7豆、清菇、安薪、高阳

一带，一直达于泥沽海 cl (今塘洁) ，届曲长 900 里掘堤挖塘，捷其遍布塘

泊，以阻辽骑兵南下，还在定州建高达 80 多米的砖塔，以朦望敌情。此时

保定一带的防御功能愈加突出， :l(:宋先没保塞军，后升为保外1 ，并建外i 域。

在定州注路，统 8 州。长期的战争熏陶，培养了保定人的尚武精神，北宋文

学家王禹偶的散文《唐河1日区传》就记述了唐河岸边一集镇上的一位老年妇

女徒手智杀辽兵，文中还列举上谷的"静塞\雄州的"挠捷"等勇武的地

方武装，他们勇于杀敌守土。宋对辽的战争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宋王

朝军事措菌的不当和政治的腐败O

金灭辽和北宋，统一北方后，将河北的不少汉人迁往关外，同时女真人

大批南下，实仔猛安i某克棋，女真贵族成为封建地主，逐渐汉化。金在今北

京营建中都，在定少N设中出府，在保外i设}I顶天军节度使。当蒙古兵打来时，

女真人无力抵挠，大挝士也主武装起高自{果，金辑统i治台者就搞了"九公封建

即承认这些武装，用他们抵抗蒙古兵，有几支部在保定境内。 但这并没能挠



救其失败的命运。金贞范元年( 1213 年)十二月，蒙古军攻陷保判，外i城

被毁。在蒙古灭金和灭南宋的统一战争中，保定的汉人武装起了很大作用，

知名的军事将领有定兴的张柔、张弘范父子，博野的史南等，其中弦柔要败

金兵，移镇保州，重建保州域，奠定了保定域的基础。张弘莲{孚南宋亟相文

天样，率军攻崖山，获南宋符窒印章。元定都大都〈今北京)，保定为南部

屏障，遂改)晓天军为!晓天路，又于至元十二年 (1275 年〉改顺天路为保定

路，辖 7 外18 县，保定之名自此始。

明清时期，保定仍为主是辅之地c 明洪武年间，改保定路为保定府。明成

祖朱槽迁都北京后，为了充实京最周围的人口，从山西和塞外向河北移民，

大批移员在保定境内安家落户 O 明朝将大宁都司移驻保定，并在保定设总兵

署，常年驻军 1 万多名，负责京最附近的保卫。"土木之变"后，蒙古瓦属

部突破紫辑关进围北京，又从紫芽tl关退去。保定的战略前掘地位日益重要。

遂重修保定域，改土域为砖域，历五年建成，同时在保定西部太行山区惨筑

内长城，在紫荆、倒马、龙亲关等修建关域，建墩台城堡。保定境内的长城

和关域多是明代窜下的c 明末，清兵攻保定，因保定军民协力固守，遂移攻

高阻。1*明兵部尚书孙承宗率家族及民众提挠，域破，孙家 20 余人死难。

李自成，起义军北上，与明军撤战于保定。经五昼夜攻守战，起义军克保定。

起义军失败后，清兵再度入关，保定属洁。

清初于}I匮治元年(1ω4 年〉旗布"圈地令在近京 300 里〈后扩至

500 里)，主要是直隶八府和长城附近大量圈占土地，作为"旗地"。保定大

部分州县都被圈地，有的县圈占投充地达 80% 至 90% ，农民几乎无地可耕，

或逃亡，或沦为满洲贵族和八旗旗丁的主客，或成为带地投充的了奴。经济

发展缓'漫，人民生活贫困。然面保定的军事、政治地位却 E渐提升。康黑八

年( 1669 年) ，直隶巡抚移驻保定，保定始为直隶省会，成为区域性的政治

中心，清王朝的一些封疆大吏和权臣走马灯般表演于这个舞台 c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对强纺纺侵入中国，强迫腐莉的清王朝签订了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然而中国人民不可侮，

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列强的侵略。 1900 年春，义和团运动兴起，保定民众

反帝爱国热情高涨，凡乎是村村学拳，逆师立场o 1900 年 4 月，沫y主义和团

起事，攻打教堂，并杀死前来镇压义和国的清将杨福同。 5 月，义和团攻克

添外|域，挥毁琉璃?可至;军ê;HI的铁路。保定义和国首领张德成、王成德、周洛

昆、李来中还率团民参加了提拉八国联军侵略、保卫天津和北京的战斗。北



京失陷后，保定义和西仍然在保定及西部山区抗击外国侵略军和清军的围

剿。虽然义布团运动最终失败了， {旦义和图反帝爱国运动充分反映出保定人

民慷慨悲歌、英勇不屈的意志现精神。八国联军最占北京后继续南下进黯义

和团，屠杀中国人民。英法德意联军佳人保定，大肆锋杀抢掠，把下累累

罪行。

由于清王朝对外屈膝投择，对内残蔷镇压人民运动，已经丧失人心。中

国的有识之士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直隶省城探定成为北方辛亥革命的重

要策游、地之一，革命思潮首先在学校间传播，直隶高等学堂学生吴越等创办

《直隶白话报} ，宣传薪思嚣。陈幼云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在保定发展同

盟会员。胡鄂公等人在保定组织成立"共布会"。一时间进步团体如云而生，

成为北方反帝反清的重要革命力量，他们策划了多起革命行动，尽管最终都

遭镇压而失败，恒也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支援了全

霞的革命斗争c 同时，保定薪学兴起，从清末到民国如期，建立了众多军事

教育、高等教育、中裙等教育的学堂、学校，保定获得了"学生城"的称

号。其中保定军事教育开中国现代军事教育的先河，在中国近现代军事教育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培养出一拉高级军事指挥人才。保定还是雷法勤工俭学

的发洒、地，一批革命志士由此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北洋政府时期，保定为直系军阀的大本营。第一次直奉哉争后，直系军

属左右着大半个中国的局势，控制着北洋政府，涉及全国的军政要事均听命

于直系军阀曹银。直皖战争、第一、二次直奉战争、晋奉战争都与保定有

关，或主战场在保定。

随着邓中夏等人在保定传播马克患主义，中共保定地方塑织建立，保定

又成为冀中地区革命运动的中心，保定党组织领导各界的革命斗争，掀起反

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领导和发动了女二部学j辑、完县五里岗暴动、保定

师莲学潮、高蠢暴动等革命斗争，在北方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探定，修煌楼、建确堡，实行惨无人道的

‘兰光"政策，制造了元数惨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敌后，在阜

平能建了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一一晋察冀边区，阜平成为晋察冀党、

政、军苔脑机关所在地，保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p，迅速撤起全民拉

哉，燃起抗 H战争的烽火，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先后进行了百团大战、黄土

岭哉斗、神仙山保卫战、莲子口战斗和无数次反"扫荡"战斗，歼灭了大量

吕伪军，粉碎了吕军的"三光"政策、"因笼"政策和多次痰狂"扫荡"及



"治安强化"运动，创造了游击战、地道战、挑帘战、地雷战、破袭战、潺

雀战、院落伏击等多种哉法，使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赢得了拉

B战争的胜利。在八年抗战中，保定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出现了许多可

歌可泣的抗日英烈，有:曝1$英雄李勇、李殿凉，有气壮山河的猿牙山五壮

士，有令旦军闻风丧担的武王鼠、铁路工人潜击队、罪领队等。在珉苦的战

争岁耳，抗 E提据地的各项事业，包捂员主宪政运动、大生产运动、文化教

育宣传活动等都开展得轰轰烈烈，巩固了抗吕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

据璋的建设。

解放战争时期，国黑党军队占领保定，并将保定作为华北的军事要地，

锋筑城防，驻有重兵。保定军民在中共保定地方组织的领导T，开展城市敌

工工作，进行捷报、策反工作，发动群众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进行坚决的斗

争，配合外线作战。在战场上，保定人罢奋勇支前，配合解放军成功进行了

保南、保北战役、清风店占主役、平汉线破袭战、保北攻城战、大清河北战役

等，并于 1948 年 11 月 22 吕迎来了保定的解放 歼灭了画民党军IR大量有生

力量，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开展土地玫革运动，废除了封建

土地所有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

保定解放后，建立保定市，为冀中行政公署治所。 1949 年 7 月 1庭，华北

区行政区划调整。 8 月 1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保定为省会，保定市为

省辖市o 1949 年 8 月 9 日，同时成立保定区行政彗察专员公署和定县区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

新中国成立后，保定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保定仍为河北省省会，是

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项建设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第一

个五年计划以来，民家一批重点骨干企业落户保定，奠定了保定的工业基

础，也大大增强了保定的经济实力，促进了城市建设。 坦是由于受"文化大

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自然条件的制约，保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

烦的，有过曲茹和徘徊。 1963 年的洪水灾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省会的几次迁移，保定从省会城市到地辖市、省辖市，城市的发展和定位都

受到很大影响。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使保定各项事业的

发展真正步入了快车道。 1994 年底，保定地市合并，建立了新的保定市，实

行了市管县的体制。保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新兴的现代经济产业再次受到世人关注。



1 -1 古代

[王亥与有易氏] 夏朝时期，易水流域有个民族为有易氏c 殷民族的

祖先王亥和王恒率领着牧夫到有易放牧和交易。有易国君绵臣热情地接待他

们，以曼妙的歌舞和丰盛的饮食进行招待。舒适的生活，使其兄弟?或连忘

返c 绵臣之妻年轻貌美旦好淫，国绵臣年老，她与一青年卫士有暧昧关系。

王恒亦追求娃，终于合攻。绵罩之妻又主动向王亥献媚，王亥亦散了爱情的

得虏。王垣和青年卫士嫉假王亥，一次，王亥赴绵臣之妻的幽会，王恒把这

消息告诉了卫士，卫士怀描着锋利的斧子去杀王亥。可巧，酒醉的王亥还在

甜暇，绵臣之妻己应召先去，卫士举斧便砍，王亥fiiJ在血泊中身亡。老王绵

臣没收了王亥带来的牧夫和牛羊，把王桓在逐出境。

王恒狼狈地逃国殷民族居住的家乡，把王亥被杀之事作了歪曲的述说，

殷虱族愤恨绵臣残暴无礼，拥戴王恒做了首领。王恒急忙兴师，图谋报告Lo

19王恒又f自露马脚，使自告奋勇去有易索还牛羊，王恒至有易，有易知殷族

强盛，只得但以礼相待。王恒又重拾 i曰:攻，不思回乡了 c 殷族见玉'垣久去不

菌，以为又有变故，乃立王恒之子上甲徽(商汤的祖先)为苔领，他虽年

轻，却是贤王，见有易民杀了{白父，又把父亲扣留，乃率本族军队，并{昔主主

河倍的力量侵入有易，主杀得有易族军IR土崩瓦解，有易民大部被杀，余部

逃往秦晓，成为后来秦国的祖先。

[燕固始封] 周武王灭掉商封玉言，建立周藉，封周王宗室、古圣王

后人和功臣谋士为诸侯。其中召公竟与愚公旦、太公姜岗位列兰公。召公龚

被封于燕，建燕侯胃。经文物专家考证，其始封地在今北京房出这至河北省

沫JÌ(县一带。在沫水县张家洼村曾出士有 10 多件 "~t1白，.青铜器，晚清学

者王国蛙认为，此地就是《诗经》中的据国之地，即燕国之士也 o ~太平寰宇

记》和《路史》也均认为燕国的初封地在今谏JÌ(县境。 1962 年在北京房山

区琉璃河发现商周文化遗址，经进一步挖握，在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发现了

周初燕国城址，并出土文物数千件，其中青铜礼器多数苦有铭文。青铜铭文

中有"屋侯"的记载，足以证明《史记》中"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是符

合史实的。并且由铭文中"屋侯命革撰太保于宗周"等，还进一步证实古文

献中召公柬本人并未前往燕国就封， fm出长子就封的记载。所以召公的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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