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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言

《徐水县志》时经九载，今岁面世，颇感欣慰。

徐水位于太行山东麓，地处北京、天津、石家庄三角地带，地理

位置优越。京广铁路、，京深高速公路贯穿县境，京广公路与津保公路

在县城交汇，交通十分便利。徐水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

即有人类繁衍生息。置县两千余年来，勤劳、勇敢、朴实、智慧的人

民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尽管这块土地曾屡罹战火，但

顽强的人民于风雨中相濡以沫，建设家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谱写出徐水华丽的经济乐章，同时，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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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县志》序

方志是施政所本。《隋书·经籍志》云：“疆理天下，物其土宜，

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韩愈过梅岭，先借

《韶州图经》。朱熹知南康军，下车首问郡志。清人《吏治悬镜-莅任

初规》廿三条，其三为“览志书一。卢崇峻出任，即奉此为“金镜玉

律”，鉴察体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故鉴志修志，一向为居官者

所重视。当今欲了解地情，因地制宜，以事改革振兴，则修志大业，

实不可忽!
。

徐水，在战国为燕之南陲，汉初置北新成县，至今已有两千年之

久。建制屡易，新莽改朔平，其后徐水有新城、新昌、遂城、安肃等

名，民国初始改为徐水县，。七·七”事变后，隶属不一，1 9 62年始恢

复徐水本来建制。县境有釜山、象山之固，四河之中，漕河、+瀑河出

狼牙山五回岭’、石虎岗，萍河、鸡爪河又系泉流。交通发达，古有

‘：十二省通道”和。九省通衢”之誉。既有农田之利，地又当交通要冲，

故历来为兵家所必争。宋辽对峙，时于梁门口砦置静戎军，旋改安肃

军；武遂置威虏军，后改广信军，为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等名将

御侮自卫之区。在抗日战争期间，又是北岳区、冀中区抗敌重镇。自

昔人民勤俭创业，男耕女织，名人莅止，人文蔚起，更不乏革命爱国

士女，功绩昭著；在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徐水自1 9 87年议修县志，人事多变，几经舛滞，及1 9 94年秋

踵事续纂。预事同仁，焚膏继晷，孜孜不息，广搜资料，奋笔疾书，

终于及时定稿。爱乡之情，见诸行动，诚可嘉许!

今读新志，喜其体例完善，结构合理，史料翔实，观点正确，在

各个方面反映了时代精神及地方特点，且文字通俗流畅。这部乡土志

印行之后’，必将推动全县经济繁荣，增强民族团结，有助于社会安定

与昌盛，可以预卜。．
’

徐水的大跃进，曾如火如荼，‘闻名华夏，在科技、水利工程和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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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上，初亦起到一定作用。中央领导喜人民奋进之激情，也曾称赞。

但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急功好利，渐滋浮夸之风，终遭失败。今观新志

。用史料说话劳，据事直书，备载大跃进缘起、发展与利弊得失，使后

来者有所借鉴，深为可取。至若清代贡品的。黄芽菜”，现代闻名宇内

的。小茅台”琼浆。刘伶醉”皆所详述。又如安肃戏曲、狮舞、吹歌等文

娱活动及良风美俗和民谚，皆可考见徐水特色。

余少闻徐水佳酿及大白菜之名。及长，考入北京大学，曾习图书

馆学与目录学于袁同礼先生。1 9 58年9月6日，又以中央社会主义

学院第一批学员奉派赴徐水、安国等人民公社参观，喜其民风淳厚，

故对徐水怀有深厚感情与兴趣，新志既成，故愿为之序如上。

一九九五年乙亥蒲泽九十叟傅振伦

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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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详今略古，科学、真实地反映徐水历史面貌。

二、本志首设概述，综叙县情，统摄全书；次分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

口、经济综述、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乡镇企业、商业、财税金

融、经济综合管理、政党、社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重大活动纪略、军事、

文化、社会保障、风俗、方言、人物共23卷，横排门类，纵述历史；后置大事

记，纵贯古今，展示脉络。

三、采用分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

四、时限上溯至有史可依，下限1990年。

五、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体，文风严谨朴实，行文言简意赅，文约事

丰。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六、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选录对社会发展有突出建树者，只记事

实，不作评述；以县籍为主，在徐水做出重要贡献的客籍人士亦载；以卒年为序

排列；对典型的反面人物个别录之，列其后。对在世人物，有重要贡献者予以简

介。

七、以第三人称记述。历代组织机构、官职按原称；地名，以标准化地名为

准，古地名括注今称；人名，直书其姓名，不加褒贬词；各种事物的名称，第一

次出现写全称，括注后用简称。

八、行文中出现“党”未指明何种党派时，指中国共产党。建国，指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解放，指1948年7月20日，徐水县城解放。

九、建国前，用中国传统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以公元纪年。年代前

未标明世纪即为本世纪。

十、计量单位，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为准。个别所依据资料的计量单位不便换算，且使用得体，照录入志。

十一、入志资料，主要采用档案资料、党史资料、统计资料、部分口碑资

料，业经考证后辑用，不注出处。建国后所用数字，主要采自统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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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徐水，．地处京畿，历史悠久，为兵家必争之地。两千年前，是燕赵会战前沿。宋时，

为边陲重镇。咸平二年(公元999)，宋将杨延昭镇守的武遂城遗迹犹存。明永乐二年

(公元1404)，自小兴州移民于此，徐水人烟日稠，容颜顿改。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尤

其是新中国的诞生，徐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

其天赋的自然资源，丰盈的物产，繁荣的市场，便利的交通，吸引着八方客商。更以其独

特的“琼浆玉液”，显赫的历史人物，闻名于长城内外。

(一)

徐水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部。地处北纬38。52
7
40矿～39。09

7

50∥，东

经115。19 7
06∥～115。46

7

56∥。东与容城、安新县交界，南与清苑县为邻，西与满

城、易县接壤，北与定兴县相连。幅员为736．65平方公里，政区辖22乡l镇，人口

538553人，人口密度为731人／平方公里。境内以汉族为主，回、满、壮、蒙等22个民

族相濡与共，辛勤耕织，建设家园。县城驻地安肃镇，南距石家庄155公里，北望京都

119公里，东至天津145公里。 ，

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点县城西北象山，海拔447米。最低点县城东南李家

迪城村，海拔8米，自然坡度1‰左右。区域地质属华北断坳四级构造单元。土壤分为潮

褐土、潮土、碳酸盐褐土、褐土性土、褐土、、褐土化潮土6个亚类，大部分土壤PH值为

7．5～8．7之间，呈中性偏碱，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但土壤耕作层养分含量高低悬殊，需

进一步改良。 ?

“

本县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1959～1990年年平均气温11．9。C，常年最冷月

(1月)平均气温零下4．912，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6．4℃，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26．7℃，最高气温42．1℃：年无霜期平均184天；年降水量平均546．9毫米，多集中在

6、7、8月；年日照时数平均2744．9小时，日照百分率平均为64％；年平均风速每秒2．4

米，8级以上大风均12．8次，多在春季，约占60％以上。

自然环境比较优越。全县可耕地面积48627公顷，古总面积的66．29％，人均占有耕

地0．09公顷。矿藏主要有板岩，高岭土，石灰石、4自云石、八厘石、硅石等，其中板

岩、石灰石储量尤为丰富，有较大经济价值。地下水资源总量约2．13亿立方米，水质清

澈甘甜，呈中性，适于灌溉和饮用。水径流向自西北向东南。丘陵区宽阔，面积91．2平

方公里，占总幅员面积12．4％，适宜黑枣、酸枣、柿，核桃等果树及用材树种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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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徐水县历史源远流长，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勤劳、智慧的祖先就劳动、繁衍、生息

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灿烂的文明。战国，建武遂和桑邱邑。西汉，置北新成县。此后，

朝代更迭，世事沧桑，县名几经易称。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立安肃县(今徐水)，

时与遂城县并存。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遂城县并人安肃县。民国2年(公元1913)

安肃县易名徐水县。 。一
．．

徐水人杰地灵，代有贤能。唐礼部尚书许敬宗，辅佐朝政，著述颇丰；宋九原府主帅

郝和尚拔都，驰骋疆场，战功赫赫，深得民心；元御史中丞郝天挺，大义凛然，纠察百

官，申张正义，惩恶扬善；明御史郑洛，查办贪官，疾恶如仇，震惊全朝，文武咸服；清

代理云南刺史腾冲张，镇守边关，处处设险，邻国诚服，边宁民安。还有许善心、高崇

文、邢云路等历代先哲。民国至今，又涌现出唐澍、杨鹤声、王树梅等革命英烈及靳树

梁、袁氏“三杰”、靳极苍等文化名流，使徐水人民为之自豪和振奋。

(三)

徐水人民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两千余年来，为振邦兴

国、民族生存进行了无数卓绝的斗争，用鲜血谱写出光辉的历史业绩。清光绪二十六年

(公元1900)，县境东部兴起义和团运动，开展毁教堂反洋鬼子斗争。民国10年(公元

1921)，。四迪城”一带贫苦农民到县衙示威，面对县长，义正辞严，经说理斗争，取得抗皇

庄租子胜利。民国17年(公元1928)，中国共产党在西黑山村创建徐水县第一个党组织

——特别支部，从此，这块任匪患践踏的土地上燃起了革命烽火，揭开了徐水人民反对压

迫，抗击外侮的新篇章。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徐水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统

治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经受了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当局实行白色

恐怖的严峻考验，坚持地下斗争，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早期共产党员王树梅，

杨鹤声、唐澍等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民族解放而表现出的不

畏强暴、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徐水

人民心中。

抗日战争时期，徐水是(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一块坚强的抗日阵

地。民国26年(公元1937)9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徐水城。之后，把徐水县作为占

领重点县之一，布以重兵、强化统治，在徐水境内建炮楼、碉堡135处，驻日军、伪军

3500余人，挖封锁沟、县界沟4条，全长130余公里，可谓“岗楼林立、沟壕成网、岗哨

密布、军匪横行。”民国31年(公元1942)，日军对冀中抗日军民进行惨绝人寰的“五一”

大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和“一人犯法，十人连坐”的日伪保甲制。徐

水人民惨遭蹂躏，抗日斗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然而，徐水英雄儿女在中共徐水县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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