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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三河县公路交通史略》出版之后，我局根椐省交

通厅和地区局关于编写交通志的通知，，积极筹划修志。

经过史志编写人员一年多的内查外调，辛勤笔耕，《三河县

交通志》已经增删，反复核实，终于1987年10月份脱稿。

三河县地处燕山南麓，华北平原北端，具有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古往今来，皆属交通要冲。全县

山，水、平原兼而有之，平原公路交织成网，水路运输历

经沧桑，山区公路蜿蜒曲折。本志力求写出山来，写出水

来，写出与京、津的联系来，借以储存交通资料，窥视三

河县交通事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在编写过程中，廊坊地区交通局史志办公室的同志深

入基层，出谋献策，严格把关，三河县交通界老前辈提供
资料，核实志稿，补偏救弊。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写交通志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工程宏富，内容浩

繁，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加之档案资料保存不全，又

兼时间短促；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1 ．

编者
．。 ’198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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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三河县历史概况

第一节 概况

三河县，属河北省廊坊地区，．位于省会石家庄东北方

向315公里，地处北京东郊，是首都的东大门。县境东西

长36公里，南北宽28．5公里。疆界东临蓟县．北邻平谷

县，西北靠顺义县，西隔潮白河与通县相望。南与大厂、

香河、宝坻毗连。总面积643平方公里，人口311368人(第

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除大部分为汉族外，有满族22

。93人，回族848人，散居在全县各地。全县有386个自然

村，’划分为五镇十九乡。_

三河县历史悠久。．椐史料记载，，上古为冀州地，春秋
9 战国时期属燕国，秦时属于渔阳郡。西汉始置路县，东汉

改为潞县，；三河属于潞县地，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j’

隋，一直沿续到唐初。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 折潞至

临洵县属玄州，贞观初废。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建置

三河县，以地近洳河(今平谷县境内前芮营村附近以上河

段，。当时为三河县界内)、鲍邱河、沟河三水而得名，并



沿袭至今。县城即为三河城关镇。

1948年以前，县内交通十分不便，只有通(州)唐

(山)公路和通往邻近县的几条土路，还是坎坷不平，晴

通雨阻。1971年以后，随着京哈(曾称京沈)公路与通坨

(后为京秦)铁路的兴建，县内的干支线路也相继进行了

改造与提高。现在，县内已拥有27条线路，共2615公里，

晴雨通车里程166．7公里，其中沥青路面139．9公里。共有’

大小桥梁33座，1206延米。形成了县联乡、村联镇，四通：

八达，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

第二节建置沿革7

三河县的归属在周以前无史可考。但椐1978年和1985

年先后在洵河沿岸孟各庄和翔I白塔等处所发现的新石器刚‘

代的遗址及一蝗文物考察判断，早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

祖先就已经在三河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劳动生产，繁衍生

息。 ‘

春秋战国时，三河县属燕地。
’’

-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此属渔阳郡。

j。 西汉，始置路县，三河县为幽州渔阳郡路县地。王莽

纂位，划天下为三百六十亭，改路县为通路亭(《汉书》

1623页)。 。。+．’
·

! 东汉，改路为潞，因近水得名。‘ ，

‘

。 东汉末，三河为袁绍辖地。曹操灭袁绍，三河属予

魏。 ‘，‘’，。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西晋，属幽州燕国(广阳郡)潞县(。《晋书·地理

志》+)。：!‘一‘
’

∥ ；．

‘．+’
：；．’

东晋十六国，’先后属于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
魏、幽州渔阳郡潞县。 (《晋书·地理志》‘一《魏书·地形

7， 志·上》、《中国历史地图集》)。一 ．7+‘’ t’

r南北朝时期，三河初为北朝北魏辖地。公元534年一
， 一535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三河县属东魏。公元550年

北齐取代东魏，三河属北齐渔阳郡地0．(《魏书·帝纪十

’一 一、十二》周谷城《中国通史》3281239页、《中国地图

集》)隋，开皇三年废诸郡。炀帝嗣位，改州为郡，三河

属涿郡潞县地。 (《隋书》807页，957页)唐武德二年

‘(公元619年)析沿县置临洵县，亦曰临渠，因濒临洵河

而得名。
一’

五代初，三河属燕困蓟州。公元923年，李存勖灭后

梁，燕称帝，固号唐，史称后唐，三河县隶属于后唐蓟

州。
’

辽，开泰元年(公元1012年)，三河属南京道幽州府

蓟州。后改幽州府为析津府，仍隶于蓟州。 (《辽史》四

． 九三页)
’

’

金，天辅六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金太祖攻克辽

南京(今北京)，三河属于金。天辅七年(北宋宣和五
’

年，公元1123年)复为金地。 (《金史·本纪二》，《中

国通史》76179页)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改潞县为通

一州，三河隶之。元元年(公元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路，

置大兴府，三河县属大兴府通州。(《金史·地理志》)1



元，太祖十年(公元i215年)春，正月，金付元帅以

通州降，五月克中都(北京)，三河始为元属地。(《元

史·本纪一》)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6年)置中书省。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改燕京为中都。9年(公元1272

年)改中都为大都。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置大都路总

管府。 (《元史·本纪四》)三河属直隶中书省大都路通

州。t ，

，

明j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8月，改大都路为北平

府，10月属山东行省，2年3月，改属北京。lo年(公元

1377年)省平谷入三河，十三年仍设平谷。永乐元年(公

元1403年)正月，北平改为北京，改府为顺天府。十九年

(公元1421年)正月，’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改北京为京

师。三河属京师顺天府通州。 (《明史·本纪六、七》、

《明史·地理志》) ．

清、三河属直隶省顺天府通州，属通永道。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三河仍属顺天府。民国三年

属京兆特别区。十七年(公元1928年)国民党中央政府迁

都南京，撤销京兆特别区，成立河北省，三河属河北省。

从1958年至1945年问，日本侵略者在三河建有伪县政

府，隶属河北省冀东道。 ．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从1940年十月至1945年底，

三河县先后分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蓟、平。密，蓟、

宝、三，平、密、兴，平、三、密，平、三、蓟；三、

通、顺，三、通、香七个联合县。先隶于冀东十三专署，

后属十四分署。。
。

’一屯——



。 1945年9月底，三河县城第一次解放。’1946年1月，三

：河县人民政府成立，属冀东十四专署，1949年，改属通县

专区。1958年十月隶属唐山专区，同年十二月，三河、大厂

’回族自治县并入蓟县。1960年4月撤销唐山专区，所属各

县划归唐山市，旋改隶天津市。1961年7月，天津市所属

“蓟县(含三河)、宝坻等县划入天津专区。1962年6月，三

。河由蓟县分出，恢复兰河县建制，仍隶天津专区。1974年

：1月，天津专区改称廊坊地区三河隶属廊坊地区至今。。1

第三节城池与疆界

三河县城故址位于今县城东洵河南，建于东晋(公元3

。_19年至350年)，因洵河泛滥，冲毁城池，废子后魏(公元386

年至557年)，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卢龙节度

使赵德均筑今城，城池方六里。城墙内筑土基外砌砖石。

高二丈，宽二丈，深一丈五尺。明嘉靖二十九年增设角楼

：和嘹望台。‘自唐至清末(公元1911年)九百多年漫长的岁

月，经风雨侵蚀，城户多有剥落。历任县官损俸或领帑多

次修缮，至1948年三河解放时，城壁遗址尚好。

从1949年到1984年，三河县城发生了很大变化，拥有

：30多个工矿企业，1000多名工人的生产城镇。市内设有中

。学两所，小学一处，还有礼堂、影院、剧团、医院等诸多

“文化福利事业和设施。 ．

．

城南横卧着京秦电气化铁路，城北侧有自北京通往东

爿匕广大地区的国道京哈公路，三平、三香等干线公路亦交

一5一

瓤▲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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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于此，与京津唐等城市，及蓟、宝、香、平、顺等县有

长途客运往返，近可至县内各个乡镇和村庄，远可达祖国

四面八方。
’

县境东行10．6公里至东公乐村与蓟县搭界，至蓟县县

城35公里；南到杨各庄香河界21．4公里，至香河县城30公
里；西以白届桥为界，距25．5公里，至通县县城35公里；北

达掘山头平谷县界13．3公里，至平谷县城20公里；东南边

缘桥头村与宝坻县临界，距28．7公里，至宝坻县城35公里

西北后车坊村与顺义县界26．6公里，距顺义县城45公里。

三河县地处北纬39．480。一40．1500，东经116．45 o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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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古近代道路

第一节秦汉驰道

路，是人走出来的。古代道路的形成是我们的祖先繁

衍生息，赖以生存的结果。

三河，。秦为燕国地，汉置路县，隶于幽州，郡治渔．

阳。“在新时器时代，燕山南北等地普遍有人类聚

居"①，从试掘的文化遣址及其对出土文物的考查确认。

三河区域，已有我们的祖先在此从农狞猎，休养生息，讫’

今有四千余年的历史②。人行曲道即以形成。秦汉时期，

由于官府纳粮赋税，民间联系交往，战争军需运送，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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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路逐渐成为驮运土路，其间，三河区域即有驮运古道四

条：

第一条：由蓟城东行，经燕郊、夏垫、三河、段甲岭奎

无终(今蓟县)，可达辽东。此路是蓟城通往东北的主

要道路，在三河境内贯穿东西，路宽丈余，季节性通车

马，遇洪则阻，冬春通，夏秋断，历年需要修复。秦始。

皇巡碣石，曹操北征乌桓，曾依此路。． ‘，

第二条：由蓟城东行，经燕郊，夏垫东北行，五十里

至马坊，过金英，渡洵河入平谷县境，沿河东北行，过

海泉经碣山、越重岭，出黄崖口达俊糜境(今兴隆)此
路宽丈余，遇洪则阻，季节性通行，洪雨过后需加整修。

第三条： 由路东(今三河)北上，过洵浮桥至灵泉j

山绕岭入平谷境，经高屯、安岗、过海泉而转向东西，

越过崇山峻岭达无终，土垠城。此路宽尺余，季节性可

通车马驮运。

第四条：由县城南行，经兰各庄、闵各庄至皇庄

镇，再南行可达泉州(今宝坻)。此路宽丈余，季节性通

车马驮运。
“

‘注：①、②《三河县地名资料汇编》1983年，第76页

第二节隋唐道路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繁荣，南北统一，疆域

。广阔，道路畅通的时期，三河区域，由于乡里扩大，人口增
加，经济发展，运具改进，道路交通有了新的改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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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考查境内路线，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又扩充了两

条： ·

一、由县城西北行，经今小阎各庄，沟北至马坊镇，

北行至张各庄，再往西至顺义和昌平。 、

二、由县城西北行，至张各庄，由此往北，经洳口可

达怀柔和密云。

以上两条道路，均宽丈余，可通牛车，一旦遇雨水车

，不能行，适宜驮运。
。

两条道路的扩充，皆因隋唐连年战争所致，运送军需

．之目的。，

+ ‘公年612年(隋炀帝大业八年)，隋炀帝第一次东征，

i所走的路线就是自蓟(今北京)东历路县(今三河)，至无

，．终(今蓟县)，过卢龙、达柳城(今辽宁朝阳)，从公元

598年(隋开皇十八年)至公元614年(隋大业十年)隋代

共四次兴兵予东，都是自汤郡(治所在蓟，今北京)经路

．县出临榆关。．

公元614年(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东征高丽，除

。张亮率兵四万，战舰五百艘泛海至平壤外，李世勋还．率

步、骑六万从陆路到蓟城，直赴辽东。诸军集于幽州(今

．北京)并在蓟城南郊大举誓师，这次出征所走的路线就是

．途经今三河境内的京榆古道。

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从公元712(唐玄宗

’时)至公元874年(唐懿宗时)一百多年中，渤海对唐

1朝纳贡，。谢恩祈请、贺正等，先后达九十九次之多，并经

‘常派遣使臣、学生到长安学习，有的还在唐王朝作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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