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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迁安县志》历时八载，现已付梓出版，这是全县63万人民的一大幸事，

令人欢欣，可喜可贺。

迁安，北倚燕山，东濒渤海，是一块古老而又充满生机，平凡而又颇为奇异

的土地。在旧石器时代，此地便有人类繁衍生息，境内已发现的爪村旧石器时代

遗址可资佐证。这里殷商时属孤竹国，战国时属燕，秦统一天下后置离支县，此

后历经嬗变，到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始名迁安县迄今。迁安虽无名山大川，．

但却物宝天华。境内燕山横亘东西，滦河贯穿南北，既有丘陵沙地，又有平原良

田，更兼资源丰富，物产繁多。现已探明的矿藏有20多种。在金属矿中，铁矿品

位高，易开采；储量达25亿多吨，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在非金属矿中，石灰石

质量优良，储量达4亿多吨。本县还是闻名中外的京东板栗的主产区，同时盛产

花生、蚕茧等农副产品。迁安，虽然过去贫穷落后，但现在已今非昔比。10年前

尚处艰难竭蹶之中的山区穷县，经过10年艰苦创业，发奋努力，到1990年已跻

身河北省综合经济实力10强县的行列。

新编《迁安县志》，叙古述今，博采广记，对人们了解迁安，认识迁安，探索

规律，辨析世事，将会发挥重要作用。编纂新《迁安县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

程。在过去8年中，修志人员呕,12沥血，辛勤耕耘，终将洋洋百万言的县志编纂

完成；专家学者悉心指导，反复推敲，更使新编县志增色不少，臻于完善。此外，

编修新县志还得到县内外各界、各方面人士的关心、支持与协助。在此，我们谨

代表中共迁安县委、迁安县人民政府向所有为编修县志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衷心

感谢，致以崇高敬意!

迁安有着值得追忆的过去，也创造了可以自豪的今天，更有着令人向往的未

来。让我们63万生于斯、长于斯的迁安人民，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再展宏图，

再创辉煌。

中共迁安县委书记 刘仲贺

迁安县人民政府县长傅文才

199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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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集“资治、存史、教化力功能于一身的新《迁安县志》出版问世，乃迁安县之大

事。为研究迁安、认识迁安提供了一部教科书。迁安有史以来共修县志9部，然今

编之志，较旧志区别甚大，旧志多仅设区域、建置、职官、物产、节烈等篇，新志则全

面记述迁安县发展历史，且承旧志之精华，聚四方之史料，钩玄纂要，纵贯今古，涵

储信息，总结经验，荟萆迁安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之大成。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患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编纂成册的这部全新的志书，力求文笔一致，
alP"

详略有序，观点正确，脉络清楚，翔实可靠。其溯源导流，鉴往开来之辅治作用，随

着时间的推移，势将愈益得到发挥。

这部鸿篇巨制，是全体修志同仁，在专家学者指导下，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

化，孜孜以求，认真探索，辛勤耕耘的结果，将在迁安县历史上留下一笔可贵的财

富，供来者研究和斧正。

差萎娄盒霉嬲翟兰羹王昭善迁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一”节

199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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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迁安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迁安县的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全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到有文字可考的年代；下

限为1986年底。 ．

三、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和附录组成。概述，综述县情，总摄全志；大

事记，纵贯古今，提纲挈领；各专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依次设地理、经济、政治、

军事、文化、社会、人物7编，后置附录。

四、全志为大编模式纲目体，各种事物按类入志，不受现行管理系统的制约，

同类事物，不管其隶属何部门，均为一志，按编、章、节、目序列排列。

五、地名、政区按各历史时期的称谓书写，在地名后加注今名，现行地名一律

以《迁安县地名资料汇编》为准。县委指中共迁安县委，县政府指迁安县人民政府，

新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全志采用志、述、记、传、图、表、录7种形式，以志为主。运用记述文体，只

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论于事。

七、不为生人立传，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别反面人物；

以迁安籍人为主，兼容少量有较大影响和贡献的客籍人士。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

做评论，不区别人物类另IJ，以卒年顺序排列。

八、全志文字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重新公布的《简

化字总表》为准。
‘

九、全志数字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1986年12月联合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十、全志计量单位的用法。1949年10月以前的史料，不易辨析的，仍延用旧计

量单位；之后的一律以国务院1984年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的规定为准，不符的折算。

十一、历史纪年的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均用旧纪年，加注公元年号；

以后均使用公元纪年。

十二、全志资料来自档案、正史、旧志、专志、家谱、有关报刊和专著以及有关

人士的资料，经考证、鉴别后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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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迁安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燕山南麓长

城脚下。东隔青龙河与卢龙县相望，南与滦县

为邻，西与迁西接壤，北倚长城与青龙满族自

治县相连。总面积1208平方公里，其中平原

占44．25％，山地、丘陵和谷地占55．75％。总

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迁安县地处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属大

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0．1℃，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675．3小时，年

平均降水量735．15毫米，多年平均无霜期

172天。

境内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

20多种。金属矿有铁、铜、镍、金，非金属矿有

石灰石、长石、石英、燧石、磨石、石棉、滑石、

高岭土、石墨、大理石、膨润土等。其中铁矿储

量最多，达25亿吨，素有。铁迁安”之称。闻名

全国的首钢矿山公司就分布在境内木厂口、

杨店子、蔡园、马兰庄一带。野生植物多达

427种，其中具有药用价值的329种，比较重

要的有猕猴桃、紫菀、雨久花、灯心草、大画眉

草、小檗、华罗摩、祁州漏芦、东风泽泻等。野

生动物70多种，有獾、黄鼬、猫头鹰等。滦河、

青龙河、沙河、冷口沙河等16条大小河流，流

经迁安，河流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2．09亿立

方米。全县水资源总量20．17亿立方米，其中

可利用的地下水资源1．21亿立方米。

迁安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以前就

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商归孤竹国辖，春秋

归山戎国，秦名离支县，西汉为令支县，辽时

‘徙定州安喜俘户，置安喜县，金大定七年。

(1167年)更名为迁安县。后区域几经变化，。

名称依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安县先

后隶属河北省唐山专员公署和河北省唐山地

区行政公署，1983年5月，实行市管县体制，

撤销唐山地区行政公署，划归河北省唐山市。

到1986年底，全县设有5镇36乡，529个行

政村，总人口567416人，以汉族为主，还有

回、满、蒙、壮等10个少数民族，其中农业人

口517478人，占总人口的91．2％。县政府驻

地城关镇，距唐山市60公里，是全县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迁安人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早在民国

初年，长城沿线一些村庄的穷苦农民秘密串

联，自发地建起。自立社”、。老牛会”、。齐心

会”等民间群众组织，与当地的地主、土豪作

斗争。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给

迁安人民点燃了希望之火。在参加过“五·

四”运动的北京师范大学迁安籍学生杨秀峰

等人的宣传鼓动下，全县的爱国知识分子掀

起抵制日货的风潮，形成了迁安县第一次反

帝爱国运动高潮。1929年春，中共迁安县委

成立，从此，全县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由中

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新阶段。1929年6月，

迁安县委组织发动25000多名群众参加反对

苛捐杂税的斗争，痛打国民政府县长戴鑫修，

迫使其发布免除新增12种捐税的布告。翌年

7月，在反对“旗地变民”的斗争中，又迫使反

动政府贴出。暂缓执行一的告示。这些斗争的

胜利，不但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同时沉重

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鼓舞

了全县人民的斗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

的消息传来，全县人民立即掀起了抗日救亡

运动的热潮。1933年日军进攻长城各口，迁

安县广大党员和群众愤起参战，配合中国守

军抗击日本侵略者。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

奉行不抵抗政策，对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进

行镇压，致使长城抗战失败，迁安沦陷。1938

年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东爆发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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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浩大的武装抗日大暴动，迁安自始至终是

中心地区之一，先后建立20多支起义队伍，

参加群众达万余名。在12年艰苦卓绝的抗战

中，迁安人民有1960名优秀儿女为民族的解

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战争中，迁安

人民提出“一切为了战争，支援前线”的口号，

并于1948年9月组成5200多人的迁安担架

团，支援辽沈战役。在平津战役中，迁安人民

抢修公路131．2公里，修建各种桥梁16座，

总长733米，用工23854个。在解放战争中，

有925人为革命捐躯，其中中共党员220名。

迁安人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付出了巨

大的物质代价和精神代价，在迁安人民革命

斗争史上谱写了彪炳千秋的篇章。

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使迁

安县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经济基础十

分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安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全县的国民经

济有了较大发展，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

值仅2120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下同)，工

业产值的比重不足6％，到1986年，工农业

总产值已达3 9 0 l 0万元，比1 9 4 9年增长

17．4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上升为58．

29％。

迁安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从

1950年到1957年，经过“一化三改”，社会生

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全县经济迅速发展。

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5350万元，平均每

年递增12．26％，1958年后，由于搞“大跃

进”，盲目追求高速度，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

序，加上3年自然灾害，全县的经济受到巨大

损失，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跌至3662万

元。平均每年递减7．3％。1963年后，在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指引下，

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县工

农业总产值达5771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6．

23％。。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县生产受到严重

干扰和破坏，1966年到1970年工农业总产

值年平均递增率仅为4．5％。此后，由于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以各种形式排除，左”倾错误

的干扰，发展工农业生产，到1976年，全县工

农业总产值达到1 3128万元。粉碎江青反革

命集团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

村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

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民经济开始持续、

稳定发展。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3837万

元，是1976年的1．82倍。此后，在改革、开放

的方针指引下，迁安县委、县政府又率领全县

人民立足本地优势，大办以铁矿开发为主的

“黑色工厂”和以治山改沙为主的“绿色工

厂一，与此同时，以加工业为重点的“家庭工

厂”也迅速崛起。三个‘‘工厂”的建设，带动了

全县的经济发展，全县经济发生了令人瞩目

的变化。198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33010

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22737万元，在工农

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为

58．29％，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迁安是个传统的农业县，新中国成立以

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大力兴修水

利，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到1986年底，共

修建小型水库30座。总蓄水量2364．8万立

方米，控制流域面积56．3平方公里。有机井

5744眼，其中已配套的达4855眼，占总数的

84．5％。水浇地面积由1949年的2100亩扩

大到1986年的191256亩，占全县总耕地面

积的24．8％。经过30多年的建设，农业现代

化程度大大提高。1949年，全县农业生产仅

靠人工和畜力。1986年，全县农机总动力已

达10．6万千瓦，机耕面积387570亩。农用化

肥和农药的施用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零发

展到1986年的27366吨和259吨。电力事业

从无到有，1984年实现全境通电，1986年农

村用电量3181万度。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

’展，从新中国成立到1986年，粮食年总产以

年均3．5％的速度递增。1986年全县粮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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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14．75万吨，单产为321公斤。分别是

1949年的3．58倍和5．6倍。油料总产量1．

72万吨，是1949年的2．3倍。农业结构趋于

合理。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经济模式逐渐转

变为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全面发展的新格

局。1986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为16273万元，

其中农业、林业、牧业、副业和渔业的产值依

次为8227万元、779万元、4544万元、2712

万元、11万元。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50．

56％、4．79％、27．92％、16．67％、0．06％，农

业的发展为迁安经济的腾飞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迁安工业历史悠久，早在明初，手工抄纸

就遍及三里河畔，1913年，民族资本家李显

庭在西李铺建起北方第一家半机械化造纸厂

——显记纸厂，生产油杉纸、高丽纸(红辛纸)

等产品，颇负盛名。然而，在旧中国，尽管迁安

资源丰富，条件优越，工业发展却十分缓慢。

新中国成立前夕，除造纸业勉强维持外，其它

各业因战乱破坏，均处于倒闭的边缘。迁安工

业的真正起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

经过30多年的建设，现已得到全面发展，特

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业

发展突飞猛进。到1986年底，全县县办工业

企业46个(其中集体企业23个)，乡镇办工

业企业145个，工业总产值22737万元(其中

乡镇办工业产值14225万元)，实现利润

1221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7461．4元／人。

工业门类有造纸、机械加工、冶金、煤炭、建

材、纺织、食品、化工、皮革、服装、印刷等10

多个行业。目前已有机制纸、地毯、书画纸、床

单、毛毯、化肥、原煤、水泵、民用剪刀等36种

产品列入省、市计划。水泵、贯头山白酒，3x

6全色印染床单已创优质产品，针刺胶背地

毯获省优新产品，人造提花毯在全省同行业

评比中名列第一，令支牌书画纸获河北省工

艺美术品百花奖。迁安的工业产品除满足国

内市场需求外。有的还销往丹麦、美国、苏丹、

新加坡、泰国、沙特阿拉伯、智利、香港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随着工业的发展，县内的交通运输、邮

电、商业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1986年有4

条铁路过境，公路通车里程568公里，各种桥

梁65座，全长4087米，有各种汽车1192辆，

拖拉机2739辆，胶轮大车8058辆，年货运量

101万吨，客运量67万人次。以县城为中心，

辐射全县各个乡村的邮电通讯网络已经形

成。到1986年底，邮路总长度236公里，各种

电话机3480部，邮电业务总收入116万元。

商品市场El趋活跃，1986年全县有各种商业

机构4654个，集市18个，社会商品零售额

15176万元。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卫生、体

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县内相继建起了电视

台、广播电台、图书馆、文化馆、新华书店、电

影院、职工俱乐部和文物保管所等文化管理

机构与设施，到1986年底，全县各乡镇普遍

建立了文化站，有各类电影放映队158个，电

影院5个，文化专业户21个，活跃了城乡文

化生活，基本形成了县、乡(镇)、村、户4级文

化网络。1949年全县只有1所简易师范学校

和337所小学。1986年全县有小学479所，

小学普及率达99．1％，中学70所，其中职业

中学1所，另外还有师范学校1所，教师进修

学校1所。全县有教职工3796人。新中国成

立以前，全县只有1所卫生院，没有床位，卫

生人员仅10人。至1986年底，全县共有医疗

机构77个。区设分院，乡镇设卫生院，各村也

都有保健医生。有各种病床491张，卫生人员

936人。全县形成了县、区、乡(镇)、村4’级卫

生体系。自1957年成立体委以来，迁安县在

开办体校，为国家培养体育人才的同时，还多

次举办职工篮球赛，乒乓球赛，老年门球赛，

气功培训班及棋类比赛等，群众性体育活动

日趋活跃。1986年全县有各行业技术干部

3455人，科协组织18个，共有28项科技成

果通过鉴定。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迁安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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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1986年农村人均

纯收入460元(当年价，下同)，人均消费水平

384元，农村储蓄余额6035万元，全县居民

消费品购买力12332万元，自行车、手表、缝

纫机、收音机等基本普及，电风扇、洗衣机、电

视机等高档家用电器也开始走入农家小院。

迁安境内有很多名胜古迹。45公里长的

古长城横垣于县北部的群山之巅，其中3公

里长的绝无仅有的大理石长城更是令人惊

叹。冷口关地势复杂险要，是古今兵家必争之

地。安新庄、爪村两个古文化遗址于1982年

被列为河北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此处还有

上炉辽墓、建昌营清真寺等文物古迹。境内大

杨官营的“抗日死难群众纪念碑”和建昌营的

“革命烈士纪念碑”记录着迁安人民同日本帝

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斗争史。

每年清明节都有干部、群众和学生到碑前举

行悼念活动。

迁安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迁安人民热

爱自己的家乡，他们正在迁安这片土地上发

奋拚搏，坚定不移地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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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前770一前256年)

春秋时，今迁安境属山戎令支国。令支城

在今县城东北。

公元前664年，山戎令支国被齐国(桓

公)所灭。

秦(前22I一前206年)

秦朝建离支县，属辽西郡。

汉(前208—220年)

汉朝改离支县为令支县，属幽州辽西郡。

西晋(285—317年)

太康六年(285年)，鲜卑单于慕容麂犯

辽西，晋武帝遣幽州军战于肥如(今迁安东

北)，慕容魔被打败。

东晋(317—420年)

永昌元年(322年)十二月，鲜卑大单于

慕容魔派其世子慕容鼽袭令支，掠走千余家

居民而去。

咸康四年(338年)春三月，后赵王石虎

率军攻打段辽，段辽不敢战，携妻子、亲族、豪

绅大户千余家弃令支逃往密云山。石虎入令

支，将居民两万余户，迁徙至雍、司、兖、豫四

州。

建元元年(343年)，石虎命段兰率所属

部鲜卑5000人屯令支。

隆安五年(401年)十二月，北魏虎成将

军宿沓干伐后燕，克令支，并戍卫于此。元兴

元年(402年)正月，后燕慕容拔攻令支、宿沓

干败退，后燕王任命慕容拔为幽州刺史，镇令

支。

北魏(38B一534年)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撤令支县，其地

并入阳乐县，属平州辽西郡。

隋(58l一618年)

大业八年(612年)春，炀帝亲自节度，发

兵征高丽(gq鲜)，大部军队从县境通过。

唐(B18—907年)

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李世民亲自

征高丽(朝鲜)，兵过迁安境，冬十一月班师回

京。

开元二年(714年)秋七月，幽州都督薛

讷率军与契丹战于滦河岸边，绩败。

贞元八年(792年)秋八月，大水，平地水

深丈五尺。

辽(907--1125年)

天赞二年(923年)，辽自定州安喜徙俘

户，安置于今迁安地，称安喜县。

金(1115一1234年)

大定七年(1167年)，改安喜县为迁安

县，属中都路平州。

元(1208--1368年)

中统三年(1 年)八月下霜，伤害庄

稼。,262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k月，滦河水大

为患，损民田1100顷。

大德十一年(1307年)十一月，大水，闹

饥荒，给钞千锭赈济迁安、卢龙等县灾民。

至正四年(1344年)七月，滦河大水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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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丈余，淹没田地、房屋无数。

明(1368--1544年)

洪武四年(1371年)，徐达帅盛熙等赴北

平练军马修城，在迁安一带实行屯田布防和

移民戍边。

洪武六年(1373年)，故元兵犯永平之迁

安县，杀知县，掠居民，抢牲畜。

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月，徐达发燕山

等卫屯兵15100人，修永平界岭等32关。

正统五年(1440年)六月，发生蝗虫灾

害。

景泰元年(1450年)，提督京东军务右佥

都御使邹来学修喜峰口以东至一片石各关城

池。

景泰三年(1452年)八月，大雨成灾，饥

荒严重。

成化十七年(1481年)，滦河大水，淹没

两岸房屋、庄稼。

弘治六年(1493年)四月，发生蝗虫灾

害，迁安等地上年田租被免征。

弘治十年(1497年)七月，游击将军白琮

分守燕河营，发兵3000驻建昌营。

嘉靖二十年(1541年)，春大旱，秋七月，

霪雨，滦河大水。两岸庄稼被淹。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义士王琪发动

众人在三里河上修三孔石李桥。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蒙古族入犯

到滦河东岸。
． 嘉靖三十年(1551年)七月，大水，地震，

有声如雷。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正月，关闭迁安

等县矿洞I三月，蒙古族进犯冷口、河流口等

关。

隆庆三年(1569年)正月，召郭琥入京，

戚继光继任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

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土蛮万余骑进

犯沙河驿。

万历八年(1580年)四月，修永平、迁安

等城。

万历十年(1582年)，‘迁安县志>修成，

共2册．

万历十四年(1586年)七月，冷口沙河大

水，冷口关水涨，没城数丈。

万历十五年(1587年)七月，霪雨连绵，

滦河水外溢，平地水深数尺，大伤禾稼，淹没

许多房屋，人民闹饥荒。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知县张九三建

文峰塔于团山(棒槌山)。 。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春，闹饥荒，六

月大雨，滦河水外溢，。父鬻子、夫卖妻，人民

相食，道殖相望”。

天启四年(1624年)二月，地震，震声如

雷，震十数次，毁坏无数院墙和房屋。

天启六年(1626年)七月，飞蝗遮蔽田

野，损害庄稼。

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后金进犯迁

安，知县朱运泰以城降，明军收复后，以降罪

送朱于京师斩之。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兵入关，

越迁安南下。

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地震，五月蝗

伤禾稼，闹饥荒，人食树皮，榆柳皮皆尽。

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十一月，清军攻

占迁安。

清(1618一1911年)

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顺治帝入关，

经永平府驻跸城外，招见安抚各州县官员．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驾临迁安，

驻跸城南谢留庄。

康熙十二年(1673年)，王永命纂修‘迁

安县志>共2卷。

康熙十七年(1678年)，张一谔修，郭联

纂{：迁安县志>，共8卷。

康熙十八年(1679年)四月，旱，七月蝗

灾，民大饥．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大熟，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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