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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吴桥立县于金大定二年(J『J以)，吴桥之有志，始于明。万历三年

(J5万)西宁道兵备副使、县人李懿创修；清康熙十二年(J6刀)知县任

先觉续修；乾隆中进士季洞苍撰《吴桥文献考》；光绪元年(J『8万)倪昌

燮再修。民国二十年(1931)纪振铸撰《吴桥志料》。今存者仅康熙任

志、光绪倪志及民国纪氏志料。吴桥旧志，踵万历李志者，大抵为掇拾

旧文，排比故事，削旧增新；民国志料所载事实虽新，而体例则多仍

旧。此为旧志之通弊也。然其资于时政，保存史料之功则未可湮没。

本届吴桥修志，肇于1985年秋，1991年底告竣。六载寒暑，七修篇

目，四易其稿。本志采用大编法，即第一编，地理；第二编，人口；第

三编，政治；第四编，军事；第五编，经济；第六编，文化；第七编，

社会风情；第八编，人物。前有概述，大事记；后有附记。彪分胪列，

结体严谨。述、记、志、录、传、图、表等诸体并用，观点鲜明，材料

准确，内容富赡，略古详今，全面系统地载述了吴桥县自然、社会的历

史和现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

吴桥是我国的杂技之乡，历史悠久，驰名中外。近几年来，以吴桥

命名的国际杂技节，相继在我国举行，显示出吴桥杂技光辉灿烂的前

景。县志特辟专章载其源流，艺术，传授，团体，设施，装点，用语，

演出，分配等项；在文化编‘教育的有关章节中，载其杂技学校的情

况；在人物编中，载有已故著名杂技家传略等，堪称详备，可谓地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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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特色。

吴桥县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盛产棉花，且为全县的经济支柱。县志

记载了棉花生产兴衰起伏的历史及加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情况。

县志设立。党政要务一专章，加强了政治编深层内容的记述，反映了

吴桥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社会变迁及社会主义建设

的基本情况。在其他篇章中，重点载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尤

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城乡人

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实况。凡此种种，均如实地再现了时代风

貌。

《吴桥县志》是本届修志事业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是在县委、县政府

领导下集体协作完成的。县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王占峰同志统摄其

事，不顾身患肝疾，带领诸位搜集资料，调查采访，撰写修订志稿，成

绩斐然。主笔王畏同志于志稿谋篇布局、总纂芟润，亦作用显著。

志书付梓之前，县委及政府领导，严格把关，认真审核，集思广

益，以求精湛。更在财政比较艰难的情况下，出资付印，以期尽早发挥

其资政、教育、·存史的社会效用，实为卓识之举。值此县志出版之际，

应县志办公室之属，为之序，以志庆贺。
／，J

／∥-‘。

吕 志毅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于河北大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育

自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地记载吴桥历史与现状的新县志问世了。

我们感到欣慰不已，思绪万千。新县志以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记

述了县内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储地方文献、存百科之史，堪称

一方之总览、一地社会之综录，具有资治辅政、经世致用的功能，为我

们掌握县情、制定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正如古人云誓治天下者以史为

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

吴桥，历史悠久，向以杂技之乡著称。旧中国却给人们留下沉重的

灾难和贫穷落后。那时，这里虽有勤劳、朴实的人民和广阔肥沃的土

地，但在封建社会制度的束缚下，生产力低下，劳动人民。衣不遮体、食

不果腹”，稍遇灾害，更是走投无路。许多人将传统的杂技艺术作为谋生

手段，浪迹天涯，沿街卖艺，赖以糊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结束

了艺人的苦难史，杂技之花有了肥沃的土壤，并因此得以登上世界的艺

术殿堂。近年来，以昊桥命名的国际杂技艺术节，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和

国际之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为昊桥杂技和经济的发展展现了广阔的前

景。
‘7

40多年来，淳朴的吴桥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栉风沐

雨，不畏艰辛地改变家乡的面貌，赢得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巨大成就。面对新时期的历史使命、时代要求，亟待编修一部贯通古

今，前有所稽、后有所考、反映吴桥全貌的社会主义新县志。县志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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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同志们以事业为重，六载寒暑，七修篇目，四易其稿，圆满地完成

了任务。

《吴桥县志》的问世，实现了全县人民多年的夙愿，并可告慰为解放

吴桥、建设吴桥英勇献身而长眠于九泉之下的英灵。通过新编县志，可

使全县笳万人民认识家乡，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激励人们建设家乡的

雄心壮志。
～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吴桥县志》为我们记下令人难忘

的二页。她总结了过去，启迪着未来，是我县各级领导。鉴览得其要，发

施得其宜一的典籍，县委、县政府正在深入了解历史，不断总结历史经

验，在新的征途上，带领全县人民勇往直前，开创美好的未来。

新编县志，纵贯古今，横及百科，实为一项浩瀚的文化工程。在编

修过程中，承蒙省内外专家学者、地区各县地方志工作者的指导，以及

本县各部门的通力协作，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吴桥县委书记：毖耀氏

吴桥县人民政府县长‘衫『司．车
1991年12只20 H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现行建制的政区为记述范

围，实事求是地记载本县的自然与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大编结构，横排竖写。专志由地理、人口、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社会、人物编组成，编首设概述、大事记、编末设附

记。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录、传、图、表七种体裁。以志为主。

四、本志记事，上限不限，下限一般止于1985年；依记述需要，个

别事务止于搁笔时。统贯古今，详今略古。

五、本志不为生人列传。对于有重大贡献、有所建树者散系于各编

章。所收人物以近、现代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概用生年排列。

六、本志所涉及历史上的政区、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必要时加

注今名。古地名加注今地名，今地名用标准地名。人名，直书其名，不

加褒贬。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所用数据一般采用统计局数据，部分

内容采用各部门提供的数据。工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其余

按现行价。 峰

八、记述中之计量，1949年之前用当时通行计量单位；1949年后用

公制。耕地面积沿用亩。



九、组织机构、文件、公报、会议、政治运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

称，其后概用简称。

十、纪年用法：1949年之前，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其后概用

元纪年。

十一、本志除直接援引古籍文字外，概用语体文叙事。

十二、本志所称‘‘解放前丹系指本县解放之前，即1945年9月14

；“新中国”系指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以各级档案资料、党史资料、正史、旧志、

刊、专著等文字资料为主，兼采经过考证的口碑材料及各种实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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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吴桥，位于华北平原黑龙港流域中心，

地处河北省东南部冀鲁交界处。南与山东德

州接壤，北与东光为邻，东靠山东宁津，西

连景县．县境地处冀鲁交通咽喉，京沪铁

路、京福公路、南运河纵贯全境。水陆交通

畅达．横宽22公里，纵距34公里，面积

582．9平方公里，总人口248563人，多为汉

族，有少数回、满、蒙，朝鲜等民族，散居

各地。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4．2％，人口密

度每平方公里为427人。

吴桥境内地势平坦，温度适中，具有四

季分明、日照充足、水热同季之特点．土壤

多为轻壤质潮土和中壤质潮土，为农业发展

提供了良好条件。

吴桥，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

有人类栖居。历史上，境域曾先后属于安

县、重平、蓓县、安陵、将陵．长河等县，

金世宗大定二年(1 162)始置吴桥县。抗日

战争时期，根据斗争的需要，几经分合，先

后为冀鲁边区东南吴县、东吴县，德吴县，

抗战胜利后，复称吴桥．

全县辖3镇，17个乡，451个自然村。

县政府驻地桑园镇，位于县境西部，古称桑

柘镇，为历代商旅要道，今为全县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

吴桥人杰地灵。明代崇祯年间，天文学

家李天经编修了一部著名的历书《崇祯历

法》；被后世誉为“闺阁诗宗”的明代女诗人范

景姒；清代著名书画家吴棠湖；为勘察矿产

资源奔波终生的著名地质学家谭锡畴，均出

生斯土．现代著名杂技艺术家孙富有；闻名

遐迩的。改碱状元”孟繁信；为营救群众英勇

献身的苗希尧；为掩护八路军战士受尽苦难

的荣大娘；为保护千亩麦田，在烈火中捐躯

的。滚火英雄”马文钊⋯⋯他们为人民的事业

鞠躬尽瘁、奋斗终生．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

秀儿女，也是吴桥人的骄傲。

古老文明的吴桥大地，记录了世代历史

风云和劳动人民的艰辛历程。春秋战国时

期，这里地处燕赵之交，绾毂四方，地势扼

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黄巾军与

汉将公孙赞鏖战于斯；明代初年，靖难兵

起，两军往来冲杀，百姓首当其冲，造成。十

室九空”的悲凉局面；清末民初，军阀混战，

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日伪时期，日本侵略

者实行“三光”政策，百姓惨遭涂炭⋯⋯．总

之，在漫长的旧社会，劳动人民在黑暗中度

过了两千多年。人民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

境地．

1926年秋，中国共产党吴桥县地方组织

建立后，领导人民翻身闹革命，吴桥的历

史，从此掀开了新篇章。40年代初，在党的

领导下，地方各级政权相继建立，抗日烽火

燃遍吴桥大地．机智勇敢的吴桥人民，不畏

强敌，前仆后继，坚持斗争，终于迎来了胜

利。1945年9月，吴桥解放了，在党的领导

下，吴桥人民围绕着巩固政权、建设政权、

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

有制，铲除了剥削制度，真正成为国家的主

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巨

大成就。当然其中有经验，有失误，也有惨

痛的教训．

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

放之后，全县经济有了迅速发展。1985年工

业总产值10938万元，比1949年的55万元

增长198倍，已初步形成了以机械制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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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工、建筑、建材等为主的工业体系。全

县87个工业企业生产的100多种产品中，有

10余种产品荣获省优，部优称号．ZV一

6／8空压机、木柄凿、补花台布、仿古绣i

板斧、草竹编等产品远销国外。农业总产值

14004万元，比1949年的2865万元增长3．9

倍。粮棉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1949年粮

食亩产4卜50公斤；棉花亩产(皮棉)l卜
20公斤，1985年粮食亩产达412．5公斤，棉

花亩产(皮棉)达72．7公斤。在全县经济

中，种植棉花的历史已有500多年之久．过

去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和落后的耕作技术的

影响，棉花生产发展极为缓慢，现在实行科

学种田，选育良种，调整种植结构，产量逐

年提高。如今棉花是全县的经济支柱，成为

河北省重点产棉区。

多年来，吴桥人民坚持。围绕农业办工

业”的原则，工农业生产得到协调发展，人民

生活有了显著提高。1985年，职工年人均工

资达905元，比1949年的人均223元提高

3．1倍。农民人均360元，比1958年的109

元提高2．3倍。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前

进。目前全县拥有各类学校729所，各级各

类专业技术人员5000余名，其中有高、中、

初级职称的335人．近年来，完成科研项目

4l项，其中22项获省、地科技成果奖；建

立了卫生机构25个，医疗设施日臻完善；全

县乡乡通汽车，道路、绿化、水电逐步配套

完善，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农村普遍建起新

房，多数城镇居民迁入了新居。桑园镇新建

农贸市场、百货商场、居民区等，为城区增

添了新颜；群众文化艺术尤为喜人，美术、

摄影、书法以及其他民间艺术都有了新的发

展．吴桥杂技艺术倍受各级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重视。吴桥，不仅是中国的杂技之乡，也

是世界杂技的摇篮。在旧社会，民间杂技多

为谋生手段，艺人社会地位低下，艺术上很

难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颗中华

民族古老的文化之花更加光彩夺目，并登上

了国际艺术的殿堂．为了继承和发展这一传

统艺术，1985年吴桥县建立了全国第一所杂

技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大大提高了吴桥杂

技的知名度。

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人们在现代商品经济的环境中改变着旧

观念、旧意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道路上，全县人民正在认真总结过去，

认识和开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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