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050013 总编室：0311—67563100 广告发布编号：13010020170004 河北日报广告业务部：0311—67563302 67563303 2023年度定价：536元 印刷：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阅读提示】

1月1日，修缮后的正太饭店试营业，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石家
庄这座城市历史的关注。其实，这座新兴城市中还有许多历史
建筑。从正太饭店、大石桥、懋华亭，我们看到了铁路枢纽地位
给这座城市留下的印记；从大兴纱厂、正丰煤矿、正太铁路总机
厂，我们看到了近代工业对这座城市形态的塑造；从中国人民银
行旧址、华北人民政府旧址，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在革命战争年
代发挥的巨大作用。

每一处历史建筑都彰显着一座城市的独特风貌，牵系着城市
人的乡愁，既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更是展示城市形象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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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村原是获鹿县（今鹿泉区）
的一个小村。清光绪《获鹿县志》记载：

“石家庄，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
宇六、井泉四。”20世纪初，石家庄村的
面积不足0.1平方公里，仅有200户人
家、600余口人。其位置大致在今石家
庄市新华区的北大街以西、北后街以
南、大桥路以北一带。

1907年 9月，正太铁路（今石太铁
路）全线竣工通车，石家庄村成为京汉、
正太铁路的交会点，商业、饮食服务业、
钱庄、银号随之兴起。据1922年出版的
《京汉铁路旅行指南》附图测算，到20
世纪20年代初，石家庄及周围街区面
积约1平方公里。

1925年前后，以京汉车站、正太车

站、正太铁路总机厂为中心，形成了工
业、商业、饮食服务业、运输业发展的城
镇聚落，使石家庄村与铁路以东的休
门、栗村逐渐连接起来。据1925年顺直
水利委员会测算的地形图，当时街区面
积已达1.8平方公里。

“石门”之名，亦始见于1925年。1925
年石家庄商务会应商界呼吁，呈请获鹿
县，要求石家庄自治建市。按当时的规
定，实行市自治制的城镇人口须在1万以
上，而石家庄人口尚未达到。于是将铁路
以东的休门、栗村合并在内，人口达
33077人，以石家庄、休门两村村名中各
取一字，称“石门市”。同年8月获批。

1937年 10月 10日，日本侵略军的
铁蹄踏进石门。侵略者为加强对煤铁资

源的掠夺和对石太铁路的控制，不断强
化石门的军事地位。1939年起，伪石门
市公署先后开拓南马路（今裕华路前
身）、北马路（今和平路前身），又将市中
心的木场街拓宽并向西延伸，这就是后
来的中山路。1939年伪河北公署还批
准了石门市行政区划：东至北宋、尖岭；
西至大马村、大郭村、西王村、大谈村、
西岗头；南至五里庄、塔谈村、塔冢村、
东王村；北至大安舍、赵陵铺、董家庄、
西古城、东古城。

1940年，日军又在当时石门市区的西
缘修筑了今中华大街，并于次年开始开辟
该街道以西的新市区。到1941年8月，石
家庄建成区面积达9平方公里。

1945年，国民党“劫收”石门市。早

在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石门修建了坚
固的城防工事，国民党军占领石家庄后
进一步强化石门的军事功能，在市内主
要机关、工厂、交通要道、制高点建碉堡，
筑岗楼，架设电网，又不断地加固封锁
沟，最终建成由周长60华里的外市沟、
30多华里的内市沟和市区建筑群所组成
的坚固防线。外市沟北至高柱村、柏林
庄、义堂，东至范谈村、范村，南至槐底元
村。内市沟在北焦庄、市庄以南，八家庄
以东，南至彭村，西至袁家营、东里村。

1947年 11月，解放军主力突破内
外市沟，石门解放。同年12月26日，《石
家庄市政府通知》宣布：“石门市自即日
起改为石家庄市。”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石家庄是全国重点建设城市之
一，随着大型纺织联合企业以及华北制
药厂等项目落地，石家庄迎来了城市发
展的真正高潮。

文/河北日报记者 孙 磊

石家庄城市版图的逐渐形成

图①：修缮后的大石桥。
图②：段家楼。 河北日报资料片
图③：民生路文化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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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后的正太饭店。

因铁路枢纽而兴起的商业社区

1 月 1 日，石家庄正太饭店开放试
营业。这座百年建筑再次向世人亮相。

正太饭店整个建筑坐西向东，建筑
的外墙采用清水砖墙，共三层，由东、
西、南、中、北五栋楼组成，南、北、中三
楼与东西楼相互连接，是石家庄现存最
早的法式建筑。

1907 年，正太铁路建成通车，石家
庄成为交通枢纽。同年，正太铁路当局
在石家庄站附近修建了这座饭店。

河北传媒大学李惠民教授介绍，百
年前的正太饭店是当时国内名流来石
家庄的下榻之所，也是政客、巨商的聚
集交际之地。这次不改变建筑风貌和结
构体系，对建筑进行必要的整治和修
缮，保存了正太饭店的历史信息。

石家庄因铁路而兴起，以正太饭店
为代表的早期历史建筑往往与铁路直
接相关。

如今，站在正太饭店大门向北望
去，大石桥即可映入眼帘。

大石桥全长 150 米，高 7 米，宽 10
米。桥身全系石灰岩砌成，坡面平缓。桥
头两侧各有石狮雕塑二尊。

李惠民说，1907 年，正太铁路建成
后，由于京汉、正太铁路完全隔断了城
市东西方向行人和车辆的往来，人们不
得不横穿铁轨冒险通行。为保障过往行
人的安全，正太铁路工人与社会各界联
名致信当时铁路局的法国负责人，要求
横跨铁路建造一座桥梁便于民众安全
通行，但毫无结果。愤怒的工人们决定
捐资建桥，很快凑齐了建桥经费。1907
年秋季，这座石桥正式建成。

大石桥是石家庄早期工人阶级第
一次向世人展示自己团结奋斗的力量
之见证，也曾对石家庄的交通和繁荣发
挥过重要作用。1947年11月12日，石家
庄解放时，国民党石家庄警备司令（即
第3军32师师长）刘英就是在大石桥中
心工事内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活捉的。

1993 年 7月，大石桥被列为河北省
文物保护单位。2022 年，大石桥经过修
缮保护，与临近两侧的石家庄解放纪念
碑、正太饭店一道，成为人们追寻石家
庄历史记忆的打卡地。

与早已成为城市地标的正太饭店、
大石桥相比，石家庄市还有一座鲜为人
知的历史建筑也与铁路直接相关。这就
是坐落于今新华区宁安街石家庄铁路
运输学校院内的懋华亭。

懋华亭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亭高 9
米，在水泥台基上，8根八角形的柱子撑
起圆如阳伞的尖顶。柱子上部镶嵌着一
周汉白玉，正北面的横额上镂刻着“懋
华亭”三个篆书大字，书法隽秀、刻工精
细。亭内上部柱间的汉白玉嵌板上刻着
隶书《懋华亭记》，记叙了修建该亭的
经过。

20 世纪 30 年代，时任正太铁路局
正、副局长的王懋功和朱华支持工人斗
争，在收回正太铁路路权的斗争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1935 年 6 月，为纪念收回
路权斗争的胜利，表彰王、朱两位局长
的功绩，铁路职工募捐修建了纪念亭，
取王、朱二人名字中各一个字，命名为

“懋华亭”。2008 年，该亭被列入河北省
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李惠民说，在石家庄建城之初，京
汉铁路与正太铁路交会成就了石家庄

的枢纽地位，推动了石家庄的城市化进
程。交通枢纽成为石家庄最先形成的一
个城市功能，发挥了“催生先导支柱产
业，牵引城市兴起”的作用。交通运输业
的发展带动了转运业、工商业等一批近
代工业的蓬勃兴起，也促成了早期石家
庄市区的形成。正如 1942 年出版的《石
门新指南》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因交
通发达，故商业繁盛”，石家庄的商业社
区由此逐渐发展起来。

在今天的石家庄市中山东路与大
经街交口南行50米路西，有一条民生路
文化长廊。

历史上的石家庄民生路形成于
1915 年，最初名为公兴存街。1946 年更
名为民生街。1978年石家庄统一街道命
名原则时，更名为民生路。

民生街毗邻石家庄最初的煤炭市
场、电报局及外国人居住区，在民国时
期是石家庄最繁华的街区之一。在这
条街上，聚集着古老的街道、店铺、四
合院及别具一格的阁楼建筑，“赵家
楼”“常家楼”“米家楼”“万字楼”等当
年老石家庄人耳熟能详的建筑都出自
这里。

石家庄市委党校副教授孔令春说，
从1907年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的交会开
始，民生路、电报局街等街区逐渐形成，
这些街区和正太饭店、大石桥等建筑共
同构成了石家庄的城市雏形。

民生路的建筑大部分为商人所建，
既有冀中一带居民建筑的特点，也有晋
商建筑的特色，风格独特。2011年，石家
庄市以原民生路为中轴线设计了“民生
路文化长廊”，将该区域内十余座具有
北方传统建筑特色的老旧房集中迁移
复建在其中。

近代工业带来的产业社区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二十，井陉矿
区段家楼景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游
百年段家楼”新春主题活动正在这里
开展。

穿过气派的欧式大铁门，一种旧时
代豪门贵族的气势与西洋风韵扑面而
来。“段家楼”主要包括总经理办公大
楼、小姐楼、公子楼等七座楼及附属建
筑，是一处集亭、台、楼、阁、廊、坪为一
体的园林式群体建筑。

一直致力于石家庄乡土历史研究
的文化学者彭秀良介绍，这里因段褀瑞
筹资兴建，故得名“段家楼”。段家楼是
正丰矿工业建筑群的主要组成部分，正
丰矿始建于1912年。

彭秀良说，作为我国最早兴建的近
代煤矿之一、石家庄工业文明的摇篮，
正丰矿在铁路枢纽的带动下诞生。

铁路枢纽的建立促成了石家庄近
代工业的产生。如果说正太饭店、大石
桥、民生路一带是以交通枢纽带动形成
的社区，那么正丰矿和段家楼则是由近
代工业辐射形成的社区。在石家庄市区，
同样有一些近代工业兴起的遗迹。

李惠民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前，石
家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大工业企业数
量不多，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石家庄
市比较大的近代工业企业，有正太铁路
总机厂、大兴纱厂、石家庄炼焦厂、面粉
厂等。

今天，自石家庄市裕华路地道桥东
行至兴纺街，就可以看到棉七生活区。

“棉七”全称石家庄第七棉纺织厂，其前

身就是大兴纱厂。彭秀良说，“以前兴纺
街以东为生活区，兴纺街以西是工厂生
产区域，这里就是大兴纱厂的旧址。”

大兴纱厂 1921 年创办，次年建成。
当年，大兴纱厂的创立者徐荣廷最初考
虑将纱厂建立在郑州或武昌，可是最终
选择了石家庄。

原来，得益于京汉和石太铁路交会
于此，当时石家庄周边许多县区产出的
棉花，都集中到石家庄后发往各地，所
以此地棉花价格较低。兼以当地手织业
发达，有很大的棉纱需求，销路相对广
阔。此外，石家庄地区煤矿产业发达，纱
厂发电所需原料有充足保证。

大兴纱厂不仅是石家庄第一家大
型纺织工业企业，同时也是华北地区
建厂最早、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到
1932 年，已有纱锭 29376 枚，布机 492
台 ，织 毯 机 8 台 ，染 色 机 1 套 ，自 备
电厂。

然而，大兴纱厂还不是石家庄最老
的工业企业。在石家庄当时的市中心，
有一家工业企业诞生的时间比大兴纱
厂还要早，它就是正太铁路总机厂。

正太铁路总机厂，即今中车石家庄
车辆有限公司，在老石家庄人口中，它
还有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铁
路大厂”。

正太铁路总机厂坐落于老火车站
北邻的车辆厂前街 125 号，最早是为维
修正太铁路机车而建设，厂址选在了正
太 铁 路 的 起 点 。从 1905 年 兴 建 直 到
1921 年工厂全面建成，一共用了 16 年
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太铁路总机
厂，还成立了石家庄最早的党组织。
1921 年 12 月，正太铁路总机厂工人孙
云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石家庄第一
名共产党员。1922 年下半年，正太铁路
中共党小组成立，孙云鹏任组长。同时，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太铁路总机厂
支部也随之成立，这是石家庄最早的共
产党、青年团组织。

从 1905 年兴建，直到 2015 年厂址
搬迁至位于栾城区的装备制造基地，可
以说铁路大厂完整地见证了石家庄从
一个小村庄成长为一座大城市的历史
过程。

当时石家庄另一家重要的工业企
业是炼焦厂，它与大兴纱厂、正太铁路
总机厂一起，勾勒出石家庄当时的城市
轮廓。

炼焦厂建成于1925年，原址位于正
太铁路南道岔（今道岔街）货物转运站
的西侧，作为隶属于井陉矿务局的企
业，由中德合资。从选址角度考虑，当时
没有简单地把它设立在原煤产地井陉
矿附近，而是建在了石家庄老火车站一
带，原因就在于看中了石家庄优越的地
理位置，具有输进原料和输出产品的便
利条件。

李惠民说，铁路枢纽的建立对石家
庄市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推动作用，
是带动了煤炭资源和棉花作物的深加
工，推动了炼焦和纺织等产业的出现，
奠定了近代石家庄工业产业的基础，并
且拉动了经济商品化进程，开始逐步向
城市经济体系靠拢。

旧址记录“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石家庄是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
个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朱德评价石家庄
战役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华北人民
政府在石家庄成立，新中国的金融等事
业也从这里起步。

在今天石家庄中华北大街与兴凯
路交叉口东南角，有一栋三层灰色小楼，
它就是被人们称为“小灰楼”的国家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旧址。

“小灰楼”这个说法形象而贴切。这
是一栋坐东朝西，通体为灰色的砖混结
构小楼，因为楼体用水泥砌成，表面呈
灰色而得名。

石家庄解放前，市区面积不大。彭
秀良说，那时市区西到维明街，东到建设
大街，北到和平路北道岔一带，南到南马
路（裕华路），不大的城区被一条铁路分
为桥东和桥西。由此可见，当时“小灰楼”
所在的位置已经属于城市的边缘。

“小灰楼”始建于1940年，最早是日
伪华北建设总署和石门河渠工程处办
公室。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
其一度成为中共石家庄市委办公地点，
后移交给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
使用。1948 年 12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
在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并发行中国人民
银行钞票“人民币”，这就是第一套人民
币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各机
构陆续由石家庄迁往北京，如今，“小灰
楼”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纪念馆向社
会开放。

说起“小灰楼”，许多人耳熟能详，
可是说起离它直线距离只有 800 米的

“309号院”，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在石家庄市中山西路和西建街交叉

口东北角，有一座不起眼的院子，由两栋
灰色的小楼围起来，这就是“309号院”。

这所院落原本是 1942 年由日本人
责成石门建筑公司修建的一座日式别
墅。该院占地面积为 1732 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为 433 平方米。大院分东西两个
跨院，西院为大院，占地约 2亩，建筑面
积 300 多平方米，大小房屋 10 余间。这
个日式建筑明显比普通的平房要高出
许多，尖顶、拱形门，环境优雅，日本人
叫它“柳园”，是石家庄当年最高档最豪
华的建筑之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
交通部石家庄分区接收委员杨毅住此，
称为杨公馆。

石家庄解放后，在1948年前后一段
时间，这里成为专门用于接待前来石家
庄的中央领导人的秘密地点，朱德、任
弼时、彭德怀等人都曾在此居住，很长
时间以来不为外界所知。2008 年，“309
号院”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

“309号院”入选石家庄十大红色旧址。
“小灰楼”和“309号院”如今依然保

存原有建筑，还有一处红色旧址的建筑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石家庄中山西路上有一座博物

馆——石家庄民间工艺博物馆。这座博
物馆前身是人民影院——石家庄的第一
座电影院。“人民影院原是一栋三层小楼，
早年也曾座无虚席，风光一时。1948年，
华北人民政府就在这里成立。”彭秀良说。

1948 年 8 月 7 日，华北各地选举产
生的 542 名人民代表，齐聚石家庄人民
影院（当时称人民礼堂），参加了华北临
时人民代表大会。当天，董必武庄严宣
告，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是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9 月 26
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随后，中央
人民政府各部委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
础上迅速成立起来。

1949 年 2月，华北人民政府迁驻北
平市（北京旧称）。历时只有一年多的华
北人民政府，在特定时期肩负起了从华
北走向全国的光荣使命，为中央人民政
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为新中国
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历史上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如今，在石家庄民间工艺博物馆中
还设有“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会址纪
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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