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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大名县志》历经五载，脱颖而出。值此出版之际，谨向为《大名县志》付出大量心

血的县志编辑，表示由衷的感谢。 ．

大名自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建县始(时称元城县)，已历时2000余年。曾

作过三次国都，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建为北京大名府，又是历家王朝郡、

州、府、路、道治所所在地，有“枢毂中原，襟带齐鲁”之势，有“控扼河朔，北门锁钥”之

称，曾是冀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代人才辈出，功高德远，可歌可泣，誉满中国

古今大地。因而大名素有人杰地灵的美誉。大名人民靠着特有的勤劳和智慧，谱写了灿烂

的历史篇章。

早在20世纪20年代，直隶第七师范学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大名特支，领导周围20

个县的革命斗争，成为直南革命策源地。在共产党领导下，大名人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革

命斗争，先后有1500多名英雄儿女，洒热血抛头颅英勇牺牲。大名人民不惧强暴，不畏

艰难，前赴后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作出

了卓越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名人民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各项事

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十年内乱中，大名各方面都遭到了严重创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全县人民坚决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全省率先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经济建设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从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入手，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胆改革，扩大开放，确定了符合县情的总体发

展战略思路，制定了各项事业发展指标，并在全县深人开展争先进，上台阶活动，提出了

开创性工作，开拓性前进的要求，极大地激发了全县人民建设家乡、振兴大名的热情，形

成了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加速发展的大好形势。

新编《大名县志》正是在全县各项事业飞速发展中编纂而成的。它旗帜鲜明地记载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名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创造的辉煌业绩。通过大量历史事实的

记述，充分展示了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大名”的真理。新

县志浓笔重彩地记述了教育科技方面的工作，寓意就在于科教兴县。乡镇企业在县志中独

立成章，详细记述了近几年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态势。大名县是河北省回族较多的县之

o，汉回和睦相处。新县志中详细记述了回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体现了党的民族

政策。总之，新编《大名县志》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观点明确，资料翔

实，门类齐全，体例完备，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时代性、地方性，是大名县的一部综合性

的百科全书，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j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编《大名县志》必将服务当代，惠及子

孙，在大名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中共邯郸地委委员原中共大名县委书记王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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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新编《大名县志》脱稿付印，编委嘱我作序。我来大名工作时间不长，对大名的历史

了解甚微，只是在志书的编写过程中，先后听过编委同志数次汇报，初稿写出后，又作了

粗略浏览，感到这部志书的编写，不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编章设计以及资料的收集和加

工整理上，均付出巨大劳动。因而，达到了修志的目的和要求。对此，特予以祝贺!

大名旧有志书多种，现存者有明正德年间的《大名府志》及民国23年(1934年)出

版的《大名县志》。旧志记述了春秋战国以来大名的历史沿革，疆域变迁以及部分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旧志重

人文，轻经济，重帝王将相，轻劳动人民。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褒贬颠倒，还存有宣扬

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等等内容。对此，现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予以订正，无疑是必要

的。
’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然而在漫长的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劳动人民

的历史是遭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榨和剥削的历史。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因

此，又是反压迫、反剥削的历史。对劳动人民的这段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

地记述下来，是新志书应该和必须担负的任务。新编《大名县志》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

力，下了功夫，这是可贵的。

大名县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早在1926年就创建了中共大名特支。党组

织的诞生，是大名划时代的历史变革。党组织诞生之后，在密秘时期先后领导人民掀起了

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农民、盐民、工人、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

利。1937年至1,948年，大名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8

年抗日战争和3年解放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从此，大名人民当家作了主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4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走过了光辉曲折的道路。认真地写好这段历史，是新修志书的根本任务

和目的。新编县志，较好地体现了这个要求。

通览新编《大名县志》，我认为编辑们在广泛调查研究，．大量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经

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按照横排竖写的要求，以“志以致用”为目的，将大名的历史，纵

贯始末，横及百科，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民情、乡土轶闻等等，作了较为全

面的记述，经验、教训寓于其中，具有鲜明的政治特点、地方特点、时代特点。同时，资

料较为翔实，详略也较得当，这就为了解大名的历史，借以指导大名今后工作，提供了较

为全面和可靠的依据。因此，志书的出版，对大名今后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将

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我谨向全体编辑同志以及为编写志书提供资料的部门和同志，致

以衷心的谢意。 ?

大名县人民政府县长 汪金亭 ，

1992年8月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范围以大名县现行行政区为限。

三、本志记述有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等各个方面，以求

全面详尽地反映大名县的全貌。

四、本志采用编、章、节、目体例，按事业立志，事以类从，横排竖写。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撰写方式，以志体为主。

六、本志上限，追本溯源，至有史记载。下限一般截至1 990年，有一些

相关联事物，以搁笔时为止。

七、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对具有本地特点的事物详写，一般的、共性的

东西则略写。

八、本志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正面为主，当代为主，人

民群众为主，兼收对大名有贡献的外籍人物；不立传的革命烈士载入《烈士英

名表》。在世人物的突出业绩，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编、章。

九、本志一律采用标准计量单位，数字使用按照国家语委等七部门于

1 987年2月1日联合通知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

’十、本志所记机构或专用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

称。本志的解放前、后，特指1 945年5月4日大名县解放前、后；建国前、

后，特指1 949年1 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

十一、在记述中力求减少重复，在相关章、节中交叉互见而各有侧重。

十二、本志资料来自正史、旧大名府志、旧大名县志、县档案资料、党史

资料、文史资料、县直各单位提供的资料以及搜集整理的大量口碑资料，为节

省文字，一般不注明出处。

弋o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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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一)

大名县位于河北省的东南端，冀鲁豫三省交界处。东与山东省莘县、冠县接壤，南与

河南省的南乐县相连，西部、北部与本省的魏县，广平，馆陶毗邻。面积1052．98平方公

里，人口670152人，辖6镇、33乡、651个行政村。境内一望平原沃野，漳河、卫河、

马颊河像凌空而降的飘带，从县境南北穿过，将全县分割为卫(河)东、卫(河)西、漳

(河)北三个大块。

从先秦实行郡县制以来。大名县先后数次与魏县、元城县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现在

的大名县境，是历史上大名、元城两县的疆域i

大名历史悠久，名闻遐迩。旧志载：。阳平(历史上曾为阳平郡)，古名胜地，介齐、

鲁、晋、赵问，控扼中原，襟喉南北”，“地大物众，密迩辇毂，声教先被”。春秋时期，初

属卫，后属晋，晋公子重耳曾出于五鹿(古地名，在今城东45里)。战国时期属魏，魏武

侯以为别都，其公子元曾食邑于此。汉成帝时，以孝元皇后世居委粟里(大名古地名)，

家凡九侯五大司马，故曾以“贵乡”名之。为抵御契丹之南侵，宋太宗曾于太平兴国五年

(公元980年)驻跸大名，真宗也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御次于此，“铠甲于军中”，

契丹主隆绪“知帝亲征，纵掠而去”。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寇准主持天雄军，称

大名为京都开封的“北门锁钥”。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辽聚兵幽蓟，声言攻宋，

仁宗纳吕夷简之议，升大名府为北京，以示抗辽决心。

大名自三国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至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的

1700年间，先后是郡、州、府、路、道治所在地。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置阳平

郡，北周为魏州；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田悦僭称魏王，改魏州为大名府。宋为

北京大名府，元为大名路，明、清为大名府，民国3年(1914年)建大名道，辖冀南47

县。1928年改道为大名专区，辖13个县。1945年大名解放，一度将县城及郊区建市，不

久废市并入县。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名。不乏倜傥、瑰琦、忠孝、廉节之俦”．历史上官于斯土

者，如狄梁公仁杰，寇莱公准，韩魏公琦，文路公彦博，欧阳忠公修，苏侍郎辙等；乡贤

有以死抗金的郭永，力排浮靡文风的柳开，人民喜爱的赋作家束皙，号称。殿上虎”的刘安

世等。皆彪炳史册，为后人所称道。共产党建立后，则有郭隆真、冯品毅、平杰三、王从

吾，赵纪彬、谢台臣、晁哲甫、解蕴山、李大磊等一大批革命家和领导人，或出生于大

名，或执教．就读于大名，或工作于大名，为大名县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为全县人民所

尊敬和称颂。

大名又是一个革命老区。民国15年(1926年)在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建中共大名特

f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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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民国16年(1927年)4月建中共大名县委。抗日战争期间，宋任穷、陈再道同志率

部队活动于卫东地区(当时为元城县)，打击日本侵略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从善楼

村建立小型兵工厂，制造地雷、手榴弹，供游击队、民兵使用，在白果村建小型印刷厂和

抗日高级小学，军民团结，齐心抗日，生气勃勃，曾有“小太行”之称。民国28年(1939

年)12月，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曾在善乐营召开冀南、鲁西北地区的部队团级干部

及县长、县委书记会议，讲述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有力地鼓舞了人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大名人民极为关怀。1951年春，杨秀峰

同志(时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曾亲临大名，组织大名县人民与冀中的饶阳县人民开展

互助合作竞赛运动。1966年邢台大地震未息之际，周恩来总理亲临大名，并到前桑圈村

指导大名县抗旱打井斗争。李先念、李雪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先后到大名视察，指

导工作。

(二)

翻开大名县的历史，远的不说，仅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全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

样，忍受着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剥削，更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8年侵占和摧残，在相当长

的历史时期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受北洋军阀反动势力的统治。曹锟曾首先控制直南，曹锟倒台后，又被吴佩孚控

制，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大名又被奉军占领。军阀势力与土豪劣绅相勾结，侵占百姓庄

田，霸占人民妻女，天雄古治暗无天日。

二、受地主豪绅的压榨与剥削。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的过程中，大名越来越多

的土地集中到大地主与资产阶级手中。土改前东大江的汪家，石家庄的史家，北峰的刘

家，均有土地数百亩之多。据史料记载，那时占农户5％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

50％以上，而广大劳动人民在仅有的几亩土地上辛劳一年，不彳导温饱，贫苦农民有的租

种土地，有的靠当长工出卖劳力维持饥寒交迫的生活。

三、受土匪、恶霸的剽掠和骚扰。那时，土匪多数是拥有枪支的半公开的集团，许多

土匪头子本身就是大地主。他们在地方上挂个一官半职，实际上是半官半匪，亦官亦匪的

“土皇帝”。他们与地方上的恶霸、地痞、烟鬼、无赖沆瀣一气，横行乡里，为非作歹，又

互相磨擦火并，受害的则是劳苦大众。

．四、受官商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解放前，大名没有大的工厂，只有一些小的官商和

资本家的作坊。他们用最低的工资，实行超强度的劳动，工人每天劳动10几个小时之

多，却仍然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五、受帝国主义的侵占和摧残。早在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法国郎某鄂某将天主

教传人大名，1898年美国传教士也来到大名，以“办慈善事业”为名，发展教徒，毒化和

麻醉人民，实行文化侵略。1937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大名城，在南桥口、龙王

庙、杨桥、万堤、营镇、束馆等集镇安置据点48处，对人民实行“强化治安”和杀光、抢

光、烧光的三光政策。

大名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1840年以来，为争生存，争民主，争自由，反抗压迫和

剥削，反抗旧政府黑暗统治，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先后进行过英勇顽强、不屈不挠、艰

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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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卓绝的斗争。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8月，南庄村农民赵金声率众抗粮，打死县

令，9月。被斩”．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大名曾发生过烧法国教堂驱赶传教士

的斗争，清末以来，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

革命纲领和没有先进的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斗争都失败了。

大名向何处去?怎样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这是当时摆在全县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此形势下，首先觉悟的是一批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寻求真理，奔赴外地求学

和寻找革命道路。崔岳村乡南冯庄村的冯品毅，1918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堂，积极投

入。五四”爱国运动，192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他是大名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金滩镇回

族女青年郭隆真，冲破家庭束缚，到天津求学，和周恩来等创办s觉悟社”，后赴法国勤工

俭学，1923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1926年8月，冯品

毅返回大名，受七师校长谢台臣聘请，在七师任教师。他以教英语为名，在学校发展党

员，建立党的组织。192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大名第一个党的地下组织——大名特支在

七师诞生了。她是星星之火，照亮了沉寂黑暗的大名大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革，从

此大名人民有了正确的领导，先后掀起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斗争的胜利。

党组织领导了有名的七师学潮，驱逐了反动校长张达夫，挽留了具有革命思想的校长

谢台臣，使七师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一度党员、团员以及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

的成员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还多。以七师为阵地，向清丰、南乐、濮阳、东明、长

垣、内黄、巨鹿等20余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点燃燎原烽火。七师不仅是大名党

的诞生地，而且被誉为“直南党的策源地”。

1928年至1930年，大名连年受灾，加上苛捐杂税，人民处于严重饥荒之中，而国民

党政府，勾结帝国主义，搞什么“华洋义赈会”，名日“赈灾”，实际上却以高利贷形式盘剥

农民，激起群众强烈不满。党组织领导群众揭露。义赈”假面目，掀起了反。华洋义赈会”的

斗争，并取得胜利。 ，

历史上，大名部份农村群众有淋硝盐习惯，国民党政府和资本家为垄断市场，搞盐业

专卖，禁止群众淋盐，激起群众不满。党组织领导群众，组织起来，成立。盐夫联合会”，．

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盐巡”斗争；与此同时，党组织还组织和领导了儒家寨一带的

。杠子会”斗争以及反对“官尺”，。官斗”和。抢麦”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有的胜利了，有的失

败了，但它最大的收获是斗争锻炼了人民，教育了人民，使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封建主义是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不推倒他们，就永远没有翻身解放之日，而要

取得斗争胜利，就必须有正确的路线作指导，必须依靠党的正确领导。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反动政府弃城南逃。大名境内敌伪

横行，土匪四起，一时“逃跑论。、。投降论”、。亡国论”甚嚣尘上，人民群众恐慌不安．当此

国家危亡，民族危亡之际，共产党员解蕴山、李大磊等同志在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情况

下，挺身而出，提出。就地抗战，反对逃跑”、。抗战到底，反对投降”的主张。1938年5月

组建了大名县第四区抗日游击大队，随后又创建抗日民主政府。不久，八路军进驻冀南，

党组织得到恢复。大名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坚持了8年腥风血雨的敌后抗日游击

战争，创建了大名、元城抗日根据地，1945年同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每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二次占 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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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大名，杀害共产党员，活埋基层干部。大名县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对此种种罪行进行

了坚决的反对和抵抗，使他们龟缩于城内，仅仅1个月就逃跑了。

在8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中，大名县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

献。据统计，在这两个时期，全县6600多名青壮年参军参战，涌现了数以百计的父母送

子、妻子送郎、兄弟一起入伍的英雄人物和模范家庭，有1379名优秀儿女牺牲于战场

上。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时期，打狗、破路、交公粮、围炮楼、“空室清野”，

配合子弟兵，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在解放战争中，抬担架，送给养，军队打到那里，

支援到那里。广大人民群众作出的这些贡献，将永载史册，流芳百世。

(三)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大名县

同全国一样，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中共大名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从新民主主

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迈进，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路程。

早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大名县农村就出现了“变工队”、“互助

组”等农业合作化组织。从1950年初开始，县委集中力量，组织群众大办土地人股的农业

生产合作社。第一批办起农业合作社的是娘娘庙的张希顺、贾建明、西马头的裴星辰、北

李庄的任成修，随后又出现了白果村的晋学贤，小龙村的杨文选，小寨村的张遂学等著名

合作社。《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先后予以报导，中央、省、地委均给予坚决的支持和

肯定。

到1951年，农业合作社在全县广大农村，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村村办社，户户入

股，一时蔚成风气，到1952年底，全县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夏，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同

志曾率《河北日报》主编等，在大名县总结了农业合作社。人尽其才”、“地尽其力”、“财尽

其用”的经验，在《河北日报》连载，并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予以评论。同年，缅甸

曾组织代表团到娘娘庙村参观访问。1951年孙建辰(时任金滩镇区委委员)曾随着董必

武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观访问，1952年贾建明同志又随中国代表团赴苏访问。大

名县著名的劳动模范张希顺、裴星辰、贾建明、任成修四人，1952年曾应邀赴京参加国

庆观礼。

实行农业合作化，建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适应了土改后，农民在自愿互利的

原则下，组织起来，克服一家一户生产上的困难的愿望，对於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合作化初期的1952年，全县粮棉产量比合作化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全县人均收入曾达

到62元。人民群众对办互助合作是满意的。
、

然而，在合作化尚待巩固和完善之际，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将

全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6个大公社。1958年lO月，魏县、大名并县，成立12个

大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这个经济组织遂演变成党、政领导机构。大办人民公社尽管

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超越客观条件，一度出现“共产风_、。瞎指挥风”。1958年曾盲目提

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样不切实际的口号；在无水源依托的条件下，在龙大路两

旁搞过。三万亩地方田稻，十八里路荷花香”的规划，由於规划脱离实际，只能是从好的愿

望出发，而以失败告终。在水利建设上，1958年到1959年2年时间里，在卫东搞引黄灌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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