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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邯郸，它同我们民族的许多古老城市呵样，在历史的长

河中艰难跋涉，几度兴衰，饱经沧桑，。走过了3900多年的历

程。它兴起于殷商后期，繁荣于战国秦汉时代，汉魏之后逐

渐表落。新中国成立后，邯郸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发

展的新时期。邯郸的3000年春秋，同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

运。它甜遗过历史的奇迹，也遭受过苦难的折磨。但它没有

在历史的浪涛中沉没消失，它就象一棵挺拔而不老的青松，

扎根在冀南这块古老而英雄的土地上。 “胡服骑射"的开拓

进取精神， “将相和"的团结战斗精神， “邯郸学步"的深

刻教-／jjl以及许多寓意深刻的成语典故，都在激励着邯郸人民

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设自己的美好家乡，把邯郸这座古

城建成了以能源，原材料为主，门类比较齐全的新型工业城

市。

《简史》的出版，填补了邯郸城帝发展史研究的空白。

该书是一部邯郸的通史，它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纵贯古

今，总结了邯郸兴衰的原因，明确划分了发展阶段，考证了

一些重大历史史实，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每个历史时期的政

治，经济，地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重要事件，典型人

物等方面的情况，尤其是书中还介绍了历代邯郸人民的英勇

牛争和勤劳智慧，这对开展爱家乡，爱祖国教育，增强人们

7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主义感情，大有裨益．

《简吏》是三位青年史学工作者多年亲勤耕耘的结果。

为了完成这部书稿，他们跑遍了邯郸的历史古迹，查阅了浩



瀚的文献史料，表现出了非常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酷爱家乡的

感情。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广大青年学习的。然而，因受文献

史料的限制，不足地方在所难免。相信通过他们以及大家的

共同努力会使之更加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希望全市更多的

文史工作者积极投入到邯郸史籍的研究中来，为邯郸的历史

研究和资料整理作出应有的贡献，使邯郸史的研究取得更加

引人注目的成就-
。

‘盛誓

白录堂

19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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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是一座拥有近90万非农业人口，在全国目前434个

城市申列居第34位的大城市，是以煤炭，电力．冶金，纺

织．建材，陶瓷、机械为骨干行业，轻重工业并举，在我国

国民经济L{1占有一定重要地位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是晋冀鲁

豫接壤地区拥有较强经济实力，辐射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的

中心城市J是冀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毫

’无疑问，邯郸是一座展示现代风采并正在向更高程度的现代

化迈进的新城。但邯郸也是一座具有3000年悠久历史的古

城，是曾经在中国古代社会大放异彩的历史名城。古代邯郸

是现代邯郸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基础，现代邯郸是古代邯郸

发展的历史磐然。了解邯郸，认识邯郸，建设邯郸是每一位

生活在邯郸，活动于邯郸的领导者、建设者、工作者和居住

者、旅游者的共同愿望，也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研究邯郸历

史的专著，以满足人们对了解自己城市过去的渴望。诚然，

70年代以来，已经相继出版过《复兴的古城——邯郸》，《中国

城市经济社会丛书·邯郸市》、《古城历史新篇章》等书以

及一些内部书刊，为人们了解认识邯郸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但因为这些书刊着眼点主要放在当代邯郸的介绍上，对古

代。近代邯郸历史的研究、介绍因而难以展开，其中也不可

避免会沿袭一些传统旧说的讹误。此外，邯郸县也有几部明

清和民国时期编纂的《邯郸县志》，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

便。可是由于受时代和资料的限制，它的价值主要限于反映

撰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仍然无法满足人们系统了解邯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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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需要·为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探讨邯郸

城市发展的规律I为邯郸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

提供有益的借鉴I为了适应人们认识邯郸，了解邯郸历史文

化知识的要求l为了激发人们热爱家乡、振兴邯郸的热情I

我们在广泛搜集史籍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建国后大量出土的

考古资料，对邯郸的古近代史进行了虽然粗浅但还是认真严

肃的初步探讨，写成了这部《邯郸简史》(远古一1945)。

我们愿以此作为向邯郸人民的献礼并纪念邯郸解放45周年．

划分历史阶段是研究城市史和地方史的必要前提．邯郸

史的阶段划分，是从经济史和政治史两个角度着眼的。从经济

史的角度着眼主要体现在以鄙郸城市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为贯

穿本书始终的主要线索，按照城市的经济性质将邯郸历史划

分为若干阶段，即：1906年以前为古代，1906年至1945年为近

代，1945年10月邯郸解放至今为现代。同时根据古近代时期

邯郸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规模、程度、地位、影响等，又

相应划分为兴起和繁荣、衰落和停滞、走向复兴这样三大时

期。从政治史的角度着眼主要体现在将古代各王朝(包括王

朝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近代各时期同邯郸的经济状况结

合起来，分别划分应为远古至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魏

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清末民国．目伪统治

时期等阶段。

对历史阶段的划分、特别是古、近代的断限，也许会有

入提出疑问，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

什么邯郸的近代历史以1906年为开端呢?这是因为l第一夕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中国由

一个独立主权的封建国家，一步一步地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国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形式，新的阶级和新的社

会现象。但中国社会的这一奇变，对内地仍然处于闭塞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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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丸小县邯郸，并没有立即发生直接的显著的影响，该地的经

济性质：阶级构成、社会状况如没有立即发生明显的改变； ·

第；，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鸦片战争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为

标志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近代社会标志的大工业已经同时

产生；但近代产业的出现毕竟是接照而至。尽管二者不同步，

但近代社会终究要以大工业为标志。所以六工业是否出现是

决定近代社会洼质的关键因素。邯郸近代的开端没有必要也

不可能以某个政治事件为标志，只能以近代产业在本地区的

首次出现为依据才比较恰当。在邯郸，最早出现的近代产业

是1902年开始修建并于1906年通车过境的京汉铁路。1906年

之前邯郸虽说电是一县的经济中心，但它首先是封建政权

的一个地方政治中心，整体上从属于封建经济，是古代封建

城市。只有在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出现，邯郸才逐渐变成一个以商业为主的近代城市，并

在1945年解放后又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综合性现代城市。正

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将190．6年定为邯郸近代史的开端。

研究地方史还必须确定研究对象的地理范围。一般来

说，地方志的编纂和地方史的研究都要以现实的行政区域作

为工作和研究的地理基础。但这条原则却不适于本书遵循，

这是因为现在邯郸的行政区划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目前，冠

以邯郸一名昀行政区域共有2级3个I邯郸地区(地区行政

公署是省政府派出机构，所辖地区严格地说不是一级政医，

·’这里暂且称为政区)、邯郸市，邯郸县。邯郸地区，邯郸市

属同级政区，邯郸县隶属于邯郸市，邯郸地区辖有邯郸市

，周围的涉县、永年，磁县，肥乡等十三县，就现在区域而

言．，实与邯郸无涉，只是专署驻治邯郸。邯郸市下锉一市_

县四区，分别是t武安市，邯郸县，邯山区，丛台区、复兴

区、峰峰矿区。现在邯郸市的区划是解放后随着以邯郸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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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开发而逐渐形成的。而历史上的武安是邯郸的西部邻

县，峰峰矿区长期属于滏阳县(磁州、磁县)，是位于邯郸

南部和西南部的邻县，都是与邯郸平行并立的古县，都有独

自发展的历史特点，虽同古、近代邯郸的历史发展密切相

联、息息相关，但并未直接纳入郸郸历史的范畴，因此，无

法以跨有古磁县(只有一部分)、武安、邯郸三县之地的今邯

郸市区划作为研究古代邯郸的地理范围。现在的邯郸县虽然

在幅员上包括了古近代邯郸的基本范围，但却失去了古近代

邯郸的核心——今邯郸市区部分(丛台区，邯山区、复兴

区)，因此同样不能作为研究古近代邯郸的地理范围。如何

解决古近代邯郸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同现代邯郸行政区不一

致的矛盾，是研究古近代邯郸史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能

大致符合古近代邯郸发展的历史实际，就需要摆脱现代邯郸

行政区划的束缚。因此，我们将本书研究对象的区域范围划

定为今邯郸县加今邯郸市区(不包括峰峰矿区)，即大致类

同解放自茸的邯郸县所辖区域。同时，考虑到近代时期的邯郸

同峰峰、武安的经济联系加强，逐渐呈现出经济区域一体化

的倾向，考虑到现代邯郸行政区划的现实，我们在近代部分

中也适当增加了一些有关峰峰，武安的内容。

基于以上历史阶段的划分和地理范围的界定，凡是1945

年∞月邯郸解放之前，在邯郸境内留存的文物遗迹，发生的

政治事件、军事战争和经济、文化活动以及人物等，都属于

古、近代邯郸历史的范畴，都是本书研究的对象。

研究地方史特别是古代部分最感缺乏的便是资料，时代

愈靠前资料愈难得，邯郸史大体也是如此。不过邯郸与别的

地方稍有不同。原始社会至商周时期，有关邯郸的史籍资料

极少，考古材料相对较多。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由于是古代
邯郸的鼎盛时期，史籍资料和考古材料都比较集中·东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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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邯郸衰落，直至元代，有关邯郸的资料反而较以前为

少。。明清时期，由于当时编修的地方志得以流传；资料显得

，比较丰富。古代部分的资料分布状况既反映了古代邯郸地位

的升降变化，又直接影响了本书章节结构的篇幅安排o‘因此

战国秦汉时期的篇幅较大，其余时期篇幅较小，。不过总的来

说，古代部分的资料太少，元代以前，我们将所搜集、所见

到的史籍资料几乎全部用上了，几乎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筛选

的余地。近代时期有关邯郸的资料比较多，主要有三：个来

源；地方志，近人回忆录、期刊杂志。地方志主要有3lo年代

‘初期编修的《邯郸县志》及邻县的县志，近人回忆录主要集

中在《邯郸文史资料》和各类党史资料汇编，这两部分凡是

适当可信的资料我们都尽量予以吸收采用。至于期刊杂志，

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这类东西太少，且收藏有限，查检不

便，故我们只查阅了可能和邯郸有关的最主要的部分，如《河

北月刊》，《河北建设公报》、《河北农矿公报》等等。现

在我们所接触的近代资料也有许多不足。如原始资料缺乏，

即是有也很零散，缺乏系统性，回忆资料的内容难免有失实

之处，其它期刊可能也还有邯郸方面的资料，因时间和精力

的缘故无法遍查。这种资料状况显然同研究地方史和城市史

的要求不相适应，使本书不能不受制约。这就决定了本书无

法克服的资料缺陷，希望读者鉴谅，同时也为今后充实提高

完善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

明清时期的《邯郸县志》收录过一些史籍上有关邯郸人

物的资料，经我们查对，《邯郸县志》的录文有不少错误脱

漏。针对这种情况，本书在古代部分有意识地将有关人物资

料依照原书附录在相应章节之后，一则纠正《邯郸县志》录

文的错误，二二则为人们了解，利用其中的资料提供方便。

资料的状况对本书的文法也有直接的影响。一般通史著

作都是论述式的，有论有述，以述为主。本书却无法做到。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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