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丛书 Z G D j：_!_ ≯画卜

国县志
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Pb"志出版社



p钐哆

}}I辩2‘’_}+i‘5l

oII-▲



责任编辑：李沛

安国县志
河北省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方志出版社

f，北京市丰台区北铁匠营108号 邮政编码：100075)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郑州信息工程所制版

16开本66印张插页：O．75印张字数：160万

1996年9月第l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l_1500册
ISBN 7-80122-156-7／K·16

定价：140元



坞廖圆孵诲、芝

天y多

杉揪



●，

刀匕秒
多／1

备

够
≮。
函

撩

世
之
以

亡
l|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纂机构及编写人员 1

安国市【县)地方志编纂机构和人员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总监修高天民(1995．5～ )

李文志(1991．1～1993．4)

主任

副主任

●

刘彦华(1995．1～ )

袁德根(1984．9--一1991．1)

李振忠(199．1．2～1993．4)

肖贺田(1993．5～1994．11)

党泽普(1991．1～ )

刘胜军(1991．1～ )

史洪聚(1993．11～ )

王志秋(1984．9～ )

陈芳(1996．11～ )

刘彦华(1993．1～1995．1)

张聪秀(1991．1～1993．4)

郭金启(1993．2～ )

孙玉秀(1996．5～ )

徐广仁(1984．9～ )

周文(1984．9～1991．1)

袁志超(1991．1～1993．4)
吕俊玲(1984．9～1991．9)

史朴(1984．9～1991．1)

委员(历届委员共39名，连任者不重列)
刘占国 于盼粘 赵英

徐敬武 李济川 刘纪祥

唐延斌 李根立 吕世涌

赵国章 杨坤龙 王国彬

常征 李敏 霍洪欣

李宗振 焦新年 刘占春

冯海泉 王守良 郑利军

袁振宗 李建刚 李景志

刘会谦 ．张林才 刘畔力

郭立庄 钟。军 王永祥

顾问刘志明 刘仲莹

朱孟申

李景章

吴国华

曹根来
宋之光

安振西

李焕明

赵树彬

王光弟



2 安国县志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徐广仁(兼1984．9～ )

副主任赵英(1988．7～ )

朱孟申(1996．2～ )

于盼粘(1988．7～1995．11)

工作人员

刘彩英(1987．10～ )

霍寿松(1988．8～ )

刘跃民(借调1988．8～)
李建亚(1984．9～1993．9)

王建涛(1984．9～1992．9)

宋义军(1988．10～ )

吴丽英(，1990．3～ )

李振清(借调1992．1～)

吕全J10ji(1984．9～1990．6)

王新友(借调1989．9～1992．10)

史巧英(借调1988．11～1996．3)

《安国县志》编纂人员

主编赵英(1995．12～ )于盼粘(1988．7～1995．11)

副主编朱孟申(1995．12～ )赵英(1988．7～1995．12)

吕全Jl[页(1989．n～1990．6)李建亚(1990．9～1993．9)

编辑赵英(1988．7～ )

刘彩英(1987．10- )

宋义军(1988．10～ )

刘跃民(1988．8～ ．)

于盼粘(1988．7～1995．11)

吕全顺(1984．9～1990．6)·

王新友(1989．9～1992．10)

朱孟申(1988．8～ )

霍寿松(1988．8～ )

吴丽英(1990．3～ )

李振清(1992．1一 )

李建亚(1984．9～1993．9)

王建涛(1984．9～1992．9)

史巧英(1988．11∥1996．3)



编纂机构及编写人员 3

曾参与编辑人员

李建欣 郝鸣 王康瑜 霍杰 马万年

提供资料人员

史斌 刘云芳 袁福寿 纪福林 霍志军

寇国强 刘洪刚 张伟光 李帅修 沈策

马泽良 孙志杰 张清田 郑兴斌 李玉坤

赵洪楼 李新哲 马志荣 刘亚丽 史东良

冯志肖 刘仲元 l马东发I． 刘会彬 于洪兴

张宝国 陈士英 靳会君 吕占民 解胜旗
张．忠 秦泽 王志杰 马兰柱 李建弟
胡甲兵 李英娟 赵建欣 王占芬 杨树森
宋会景 张礼恒 刘玉荣 马彦杰 王福兴
张军海 贾志生 马会敏 刘月会 杨锡庄
刘桂然 许学军 李占军 于志安 张造堂

张知人 马良驹 朱永发 焦增元 吴立柱
肖树昌 李二刚 高连英 王力民 刘建国

王会章 张树林 王胜欣 张建良 沈建然

党力 刘立中 张岱 孟志杰

徐广仁

史朴

靳立君

《安国县志》编辑指导

袁德根

张聪秀

刘永波

王志秋

赵振甲

刘义

谢亭

李士英



4 安国县志

审 稿

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赵静 刘宝营 赵光 宫卫红

保定市修志顾问

张荣 靳述凡 崔纪辛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卢振川 王广才 任丽英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诸葛计

校 对赵英 朱孟申 刘彩英 宋义军

霍寿松 刘跃民 吴丽英

电脑排版许晓红 马秀丽 赵天普 张颖

摄 影王幸来 焦秋芹



序一 1

乓。·

； <安国县志>将付梓。览毕志稿，深为安国人民创造生活的果敢

和执着所鼓舞；掩卷思之，复为编纂者们务实求真的科学态度所感

动。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们又邀我作序，遂感义不容辞。一则，所

请殷殷，却之不恭；再则，感由衷发，不吐不快。故，不揣冒昧，写几

句心里话，权以代序。 。

、．．

接任之前，已对安国见闻颇多，再读志稿，感触良深。她让我看

到了蕴藏在安国人民中的巨大潜力，凭添了自己同安国人民一起建

设家园大上经济的信心o
·

·’。．|

。安国有着两千余年文字可考的文明史。源远浓厚的文化氛围，

孕育了安国传统文化的两朵奇葩——戏剧艺术和中医药文化。世

界文化名人，中国元代戏剧大师关汉卿就生活和创作在这片古老而

神奇的土地上。他才思敏锐，嫉恶如仇，塑造了一系列被压迫、受宰

割而又有着强烈反抗精神的“反叛"形象，为人世间的不平呐喊、抗

争，赢得了人民的世代敬仰。与他同时期的安国籍文学家、戏剧家

人才辈出，董琏、杨果、吴弘道等在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均颇多

建树，从而奠定了700年来安国籍作家群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

发端宋代的安国药业，历经完善，形成了自己一整套中药材种植、加

工、经营的成功模式，至明朝中叶取得全国中药材交流中心的地位，

“南药换北药，东西大交流”，数百年来堪称中国乃至世界中药材交

易第一大市场。其药材炮制加工技术名冠全国，饮誉世界。安国籍

药工遍布全国各地，以家乡传统的加工炮制技术服务于祖国的中医

药事业，为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乃至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华夏文化

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戏剧、中医药、中华武术三大瑰宝安国有其

二，我为安国而自豪o

旧志云：燕赵自古多豪杰。淳朴阳刚的民风，造就了安国人“敢

争天下先’’的英雄气质o’在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抗争中，安国人勇

敢、坚毅，旧志中多有“揭竿而起”的记载。在推动历史车轮前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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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人是斗士；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安国人是先行。本世纪

五十年代末，安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取得了改土治水的极大成功，创出了高产，举世瞩目。先后迎来了

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陈毅等大批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视察及28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的参观、访问，周恩来总理

为安国人民题词：“敢想、敢说、敢干，苦干、实干、巧干”o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安国人民又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经济建设新时期的到

来，改革开放，为悠久而文明的药业重镇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市

委、市政府以药富民、以工强市战略的实施，展开了安国经济腾飞的

两个金翅膀，东方药城已具规模，祁州工业城已经唐动。药业和工

业的发展必将带动安国经济的全面发展o
7‘

《安国县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地再现了安

国历史，无论对安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很大的贡献，谨对她的

问世表示热烈祝贺o t．

中共誊国市矧己“粤‘互氏
丙子年仲夏

{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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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县志》脱稿付印，实境内百年盛举。新修<安国县志>以严

谨的体例、翔实的史料，客观的再现了安国两千余年的历史，读来使

人深感欣慰，倍受鼓舞。

县志编纂作为安国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自1988年步入

正轨，几乎与此同时，我调任安国，有幸参与修志，目睹方志办的同

志们以一腔浓浓乡情及对安国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高起点，严要

求，力求上乘之作。他们查资料，核史实，日以继夜，勤奋笔耕，九易

寒暑，方始奏功。编纂者殚精竭虑，甘作奉献的拳拳之心，令人钦

敬。安国人民将世代感谢他们对安国做出的贡献o

市、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一地领导以志辅政，可以征古今，

明得失。安国以华夏文明之乡，自宋至清志乘数修，然自清末至今

历时近百载，竞无一部志书问世。其间，民国二十年前后，有过一

修，终因人力财力不逮而夭折。志书的资政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

是在封建时代，当政者亦是下车伊始先阅志，实在是因为志书系统、

全面的记载一地的地情、民情，对于主政者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

料。共产党人当政，向来注重借鉴，注重研究一地历史上方针、政

策、法规对经济、民情的影响，客观分析利弊得失，以决定自己的施

政方针。每当翻阅历代旧志，均因散佚或失修而难窥全豹，凭添诸

多遗憾。总希望能有一部贯通古今，资料翔实，可资借鉴的志书以

为辅莎。恰逢其时，新修《安国县志》雪中送炭。她堪称一部安国的

百科全书，使我们在了解县(市)情、民情，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等方面

大受裨益。’

我将其荐给今人及后之来者：开卷有益。

安国市人民政府市长 旁l亏早
一九九六年八月

户



凡例 1

凡 例

一、本志是记述安国县情的资料性著述。其上限自汉建县始，个别情况据

事上溯，下限断至1990年。

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摄全志。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原则。

三、首设概述、大事记，述陈历史概要；中立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基础设

旅、经济总情、农业、药业、工商业、财税金融、经济综合管理、政党、政权政协、

政务、公安司法、军事、社团、文化事业、社会保障、风俗、人物共20编，为本志

主体；后设附录，收载志余。

四、采用志、记、图、表、传、录等体裁，横排竖写，事以类分。为突出地方特

点，对特殊事物升格记述或破类处理。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兼用记事本末体。

五、采用语体文，力求文约事丰，除概述和编章小序外，坚持述而不论。

六、行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1945年8月

28日安国县从日伪统治下解放出来前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机构、单位、

事件等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

七、地名、货币、计量等，以当时名称、单位记述。建国后计量用公制。

八、清代及以前用帝王纪年，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用民国纪

年。均括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o

．九、按照“生不立传”原则，遴选有重大贡献或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立传，

主传本籍人，兼传客籍人，对其他典型人物采用“以事系人”的办法，于各编章

中记述。人物表、人名录按照统一标准生、逝者并录。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本县明、清时期旧志，县、地、省、国家档案资料和

图书文献资料、采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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