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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保定地区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部，它北靠北京，西连

山西，南邻石家庄，东濒沧州，东北连廊坊，东南依衡水。全区

东西长216公里，南北长186公里，总面积20，315平方公里，人

口7，965，000余人。
‘

在漫长的岁月中，保定地区的疆域多变。春秋时代，大部属

燕国辖地，到战国时代，保定地区各县分属燕、赵、中山国。公

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保定南部为恒山

郡，北部为广阳郡。汉王朝建立后，保定地区分属涿郡和中山

国。到隋朝，保定地区分属上谷、涿、’高阳、河间、常山五郡。

唐朝贞观年间(公元627年)，州、县合并，根据山川自然环境，

全国分为十道，保定地区属河北道。元朝十二年(公元1275

年)，保定地区改为保定路，这是始有保定之名。以保卫大都(北

京)、安定天下之意而得名。明代，改路为府。永乐元年(公元

1403年)，大宁都司由北京迁保定，负责保卫京师。清代置直隶

省(4-河北省)，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直隶省府由正定迁

保定。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各县由

省政府直辖。1937年河北省设17个行政督察区，保定各县分属

一、二、五、六、十、十一辖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

会，辖晋热辽、冀西、冀中三个行政区。保定京广线以西各县属

冀西行政区，以东各县属冀中行政区。1945年日本投降后，保定

铁路以西各县属冀岳区和冀察区，铁路以东各县属冀中区。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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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晋察冀边区撤销，保定地区属华北人民政府。1949年8

月，成立了保定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涞源、涞水、易县、

涿县、新城、定兴、雄县、容城、固安、徐水、满城、清苑、安

新、高阳、完县、唐县、望都等十七个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保定地区建制又多次变动，至1989年底，保定地区辖二十个

市县。即定州市、涞源、涞水、易县、涿州市、定兴、容城、新

城、雄县、徐水、安新、高阳、完县、唐县、望都、阜平、博野、

蠡县、安国、曲阳。全区共有495个乡，5538个行政村。

保定地区自然条件较好，西依太行山，东揽白洋淀，土地肥

沃，有山地、丘陵、平原、洼淀。山地和丘陵位于西部和西北

部，山峦叠翠，群蜂竞秀、沟谷纵横，属太行山系，海拔在一千

米左右，约占全区面积的50％。主要山峰有狼牙山、摩天岭、自

石山、神仙山等。阜平歪头山海拔2276米，居群峰之首。山区盛

产林木、水果、柿、药材等，矿产资源丰富，大理石蕴藏量居全

国之冠。丘陵以东为广阔富饶的大平原，占全区面积的39％，土

地肥沃、富于耕作，盛产小麦、玉米、棉花、高梁等。东部有全

国著名的水乡自洋淀，+水面宽阔，河渠、洼淀纵横相连，是淡水

鱼、虾、藕、苇产地。

全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特点分明。冬季寒冷干

燥，夏季炎热多雨，春季温暖多风，秋季天气凉爽。气温大致由

东南向西北递减，年平均气温平原为12℃，山区为7．4℃。极端

最低气温一31℃，最高气温43．4℃。年平均降水量为574毫米。

无霜期为165—2lO天。

保定地区的特产品驰名中外，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面酱、

春不老，至今经久不衰。保定健身球、涿州金丝挂毯、新城花

丝、定兴珐琅畅销欧、亚、拉、美洲各地。素有“药都’’之称的

安国县，享有“祁州药材名天下一的盛誉。望都的红辣椒与成

都、兰都的辣椒齐名，堪称“三都’’。此外，定州的鸭梨、涞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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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果、满城的柿子、安国的紫皮大蒜、高碑店的豆腐丝、蠡县留

史和唐县的皮毛、定州的肠衣和眼药、，徐水的“刘伶醉’’和“古

遂醉’’酒、小汲店的苇毛西瓜都享有一定声誉。

保定地区的交通比较发达。远在商周时代，保定已形成以北

京为中心贯穿祖国南北的交通要道。宋代时，保州(保定市)的

水路可达白沟和运河。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李继宣知保州，

造船二百艘，运送粮物，保州成了北部边防的水陆交通枢纽。清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二月，开始建芦汉(芦沟桥至汉

口)铁路，次年一月芦保段通车，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

六月，保定至定州段通车。随后，修建了高碑店至易县西陵的地

方铁路，这是最早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铁路。保定地区的汽车营

运是在民国6年(公元1917年)开始的。当时直隶总督曹锟四

弟曹锐购买了两辆汽车，经营保定至高阳的旅客运输。后来由于

军阀混战，出于战争的需要，强迫民工修建了保定至天津的汽

车路，这是保定地区有汽车路之始。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

曹锐成立的协通汽车公司，正式开办了汽车运输。而后，汽车运

输公司达十余家。日伪时期(1937--1945年)，日本侵略者为加

强对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的控制，将保定通向外县的公路进行修

建，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残酷地屠杀抗日军民，掠夺人民的财

产，加深人民的苦难。公路运输业遭到严重破坏。解放战争时

期，公路运输业在支援解放战争中，逐渐恢复发展壮大，在举世

闻名的平津、清风店、胜芳保卫战役中，保定的公路运输在支前

运输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保定地区公路运输有了

迅速的变化。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末期，公路运输有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公路以保定市为中心，纵横交错，辐通全区。全区县县

都有柏油公路。贯穿保定南北的京深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汽车

运输巳通全省各地，并相继开辟了保定至北京、天津、山东、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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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内蒙、山西等省市的班车线路。保定地区形成了以保定、高

碑店、定州为中心、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交通运输业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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