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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展交通遵路事业，必须了解交通道路的历史实际，赶

去的交通道路是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优势，有什么问题，

一1有什么条件，有,f．t-／z,经验教训币“发展规律?这是本史稿编写的

重要内容。
’

本史书共分三编：古代、近代和现代。着重阐明了现代公

路的发展和提高，贡献给读者和关心我们事业的全体人员。期

望对增进易县公路交通方面的了解，加深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从中吸取建设美好明天的智慧和力量，鼓舞人们为振兴易县交

通事业而努力奋斗。
’

锺广鹏

一九八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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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随着人类社会活动而产生，随着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它是人类进步的象征，是社会进步的重要

标志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由人行小道、驮运

路、车马大道、汽车路和公路等发展阶段。历代人民修桥补路，

是我国劳动人民的美德；编史修志是优良的传统，并且历代有

“史出盛世"之说。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国民经济“日新月异嚣

的发展阶段，是编史修志的大好时机，也是创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不可缺少的工作。它对“资政，，、“社教”，。存史”、

“继往开来”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

实又是将来的历史。回顾过去是为了珍惜现在，更是为了开拓

将来。是“鉴古知今，有所借鉴。是“古为今用，今为后用"。

根据上级指示，编写“易县公路交通史(初稿)力它属于这个

地方的专业史．
‘

在编写过程中，力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试图用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资料进

行核实、筛选，决定取舍。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现代史部分遵照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的统一。

在史稿中采用了。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竹．

抄0



“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编章分期，节段分类，”掌握好“以

时系事"的方法，由远至近，由占至今。并注意“史论结合”、

“随叙随论"。从本县自然条件、政治、经济等因素中，揭示

出道路发展、变化、兴衰的各种规律和内在联系。对建国三十六

年来，本县公路交通取得的宏伟成绩予以肯定，对囚指导思想

失误，发生的曲折，也做了适当的记叙和分析。

由于文献资料很少，近代资料也失落很多，这就给编史工

作造成很大困难。编史资料不得不采取边搜集、边整理、边编写、

边修改的方法。再加编史人员知识有限，编写上还达不到史论

结合的要求。虽经多次修改，内容上仍有错误或不当之处。请

各级领导和阿行、读者多加批评指正，以便我们进一步修改o

，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地区交通局史志编写办公室的同志大

力指导和具体帮助，本县各有关单位积极供给资料，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易县公路交通史编写组

一九八六年七月一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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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概 况

一，自然地理概况
‘

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保定地区西北部，太行山东麓。东

邻涞水，定兴二县，南与徐水、满城、完县三县接壤，西连涞

源县，北靠涞水县的山区。地理位置在北纬39。37～39。36’，东

径114。51t～115。38t。全县总面积2545．7平方千米，距省会石

家庄东北偏北169．2千米。

易县地貌复杂，有山地、丘陵和平原，自西向东坡状延降

雨下。山区面积1460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七(219

万亩)。海拔在1300--2000米之间，主要山峰有五回岭、捌蝴

岭、五峰寨、摩天岭、云蒙山、狼牙山等，最高峰为摩天岭，

海拔1813米。主要分布在良岗、紫荆关、管头区的18个乡。这

里山势陡立，沟谷狭窄，坡降很大。丘陵分布在山峰下端，甘I

岗梁、谷地组成，海拔在100--一200米之间，面积为886．7平方千

米， (133万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六，主要分布在塘湖、

西陵、白马区的18个乡。平原为山麓平原，分布在中、北易水两

侧的裴山、高村，易州区易州镇等乡、村，海拔40～100米，面积

200平方千米，(30万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七。

县境河流属海河流域，大清河系北支上游。有拒马河，北

易水，中易水，南易水，清河等。

全县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少雪，春季干旱多风，

夏季炎热。年降水量500．"600毫米，多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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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年平均温度12。C，无霜期160天。紫荆关区年平均温度9。C，

无霜期140天。由于冬季降水量少，温度上升，蒸发量大，眷早

现象严重，影响春播。到七、八月问，西北部山区大风、雷雨

天气较多，并时有冰雹发生，对农作物有较多影响。

二，人文概况

易县共辖九个区，一个镇即易州，紫荆关，白马、高村，

良岗，裴山，塘湖，管头，西陵和易州镇。下设43个乡，467个

行政村，1857个自然庄，104，250户，459，861人，汉族占总人

日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余百分之五为：满，回，．蒙，僮，藏、

壮、朝鲜等七个少数民族，共有22，973人。

全县有医院、卫生院44处，村卫生室467处。另外设有防疫

站、妇产院、环卫昕等卫生组织。

县城有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电影院、广播站，工人

俱乐部、球场，剧团等文化艺术单位，农村有文化站43个，电

影放映队53个，有线广播站52个。

县商业局和县供销总社在县城没有14个公司，在全县设有

40个分销站，354个代销点。饮食业、服务行业分布全城。

有国办中学17所，乡办中学43所，小学482所，在校学生9．8

万人。农村四级科技网在逐步完善。t
’

7易县历史悠久，名胜古迹很多。著名的有。清西陵，燕下

都遗址，紫荆关古长城，荆轲塔，名闻中外的“狼牙山五勇士骨

纪念塔，东旮旯烈士陵园，北娄山烈士陵圃等，列入国家、省．

县三级文物保护的单位共有58处。其中年代久远的还有。画猫

村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御射碑”，雷溪龙门有魏晋人题记等，

易县境内的辽、金石刻甚多，在国内居前列。易县境内还流传

着“十景"，其中以“狼牙竟秀”，“雷溪奔涛”更为时人欣

o 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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