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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民国元年），民国中央政府
废清建制，中央以下设省、道、县三级，废
除洛阳河南府制，仍保留洛阳县。1920
年，吴佩孚以直鲁豫巡阅副使身份进驻洛
阳，遥控华北，并以西工为练兵基地，企图
武力统一中国。直到1924年他被迫离
开，前后经营洛阳4年余，在洛阳修桥铺
路、开辟机场，使洛阳有了一些现代气息。

1927年，冯玉祥率军进驻洛阳。他
推行新政，严令放足，取缔私塾，开办新式
学校。但他的部队在破除迷信运动中，毁
庙宇、砸神像，使洛阳一些古建筑和文化
场所遭到了破坏。

有关史料记载，民国时期洛阳县城
居民仅有 7万余人，工厂极少，居民贫
困，多以玉米、红薯为主食。民间歌谣
曰：“清早稀，晌午汤，行黑儿（晚上）碗底
见月光。”洛阳的汤种之繁多，也是那个
时候形成的。

黄面汤、疙瘩汤、小米汤、面叶汤等应
有尽有，傍晚时分，整个洛阳城人们见了
面，开口就问“喝汤没”，足见市民生活之
寡淡。

城内街道也十分简约，方位上有东、
西、南、北四条大街，以十字街为中心，连
带起几十条小胡同。小胡同内藏有深宅
大院，幽静古朴，祠堂石坊近百处，这些与
当时的其他县城并无二致，实为普通小城
之格局。

1932年，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
事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惊慌失
措，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避开日寇锋
芒。因洛阳乃古都，又为内陆城市，国民
政府即于1月30日迁都洛阳，定洛阳为
行都。但当中央官员抵达洛阳后，大为
扫兴——古都洛阳规模不仅远不如南
京、上海，就连办公、居住场所都难以安
排，交通不便，市场寥落，满街找不到一

辆出租车（人力车）。但既然来了，就得
安顿住，城中所有旅舍都被有权的官员
和有钱的商人包下了，一时间新安南街
的汴洛楼、福月楼、文盛馆、中西馆等饭
店天天客满，九龙台上茶社生意兴隆，致
使洛阳娼妓泛滥，火车站（今东车站）周
边地区灯红酒绿，成了商人寻花问柳的
去处。

国民政府迁都近一年，又还都南
京。其间，政府除修葺了周公庙、关林等
古建筑外并未扩大城市规模。1944年5
月25日，洛阳被日军攻陷。至8月，由日
本间谍佐藤少将（豆腐丝老杨）提供人
选，成立了洛阳县伪政府，伪县长是汉奸
贾式平。

1948年洛阳解放后，洛阳县回到了
人民手中，贾式平等多名汉奸被处决——
屈指一算，民国时期洛阳县的县长（时有
专员兼任）竟然走马灯般换了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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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人，一般不知道
历史上有个洛阳县，即使年龄大
的人，一般也认为洛阳县只是近
代才出现。

形成这样的印象，大抵是洛
阳长期为京城的缘故，京城桂冠
之辉煌，遮蔽了洛阳县之称谓，从
而使其县名不彰。其实，洛阳县
早就见于史册，它与河南县同时
诞生于战国后期，沿革多变，时断
时续，而它多变的原因，正是其处
于京畿腹地。

洛阳县的管辖范围历代有所不同，
大致情形是以洛阳县衙为中心向周边辐
射，地界上呈南北宽、东西窄态势，南边
可至如今伊川县江左河一线，水寨、白
沙、彭婆、平等、鸦岭等乡镇的大部分村
庄皆属洛阳县管辖；北界可至孟津县南
部，包括平乐、送庄、朝阳等乡镇；西达新
安县东部及宜阳县丰李镇（这里只论当
时建制，并非今日区划归属）；东界至偃
师市佃庄镇。同时，洛阳城郭周边的龙
门镇、诸葛镇、李村镇、白马寺镇都归洛
阳县管辖。

由于洛阳长期是京城，辉煌史多在北
宋之前，故洛阳史家多不深研宋以后洛阳
历史，尤其不怎么研究明清以及民国洛阳
史，因而造成洛阳县历史资料匮乏。我们

这次收集洛阳县史料时就感到非常困难，
有些资料的收集与归纳，甚至需从《洛阳
大事记》中汇总分析，这里只能给读者勾
勒一个大体风貌。

关于洛阳城墙形制，我们现查到宋
金以前皆为土筑，其中金朝筑的城墙周
长不足 9里，东据瀍河，南接东城之南
郭，西至东城之西郭，北缩于旧城一里，
基本上是今日洛阳老城之范围。一直到
明洪武六年（1373年），才将原洛阳城8
里345步的土城墙，改筑为大青砖护砌
城墙。

为了修筑这青砖城墙，洛阳县百姓
费尽了移山心力，一条条文书如雪片纷
传至各村，洛阳县的所有窑场全部改烧
大青砖，总共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凑够所

需青砖，然后又广征民工，才开启这项宏
大的工程。

不过经此一役，城墙尽显巍峨，大青
砖城墙高4丈，宽2丈，筑有4个城门。东
为建春门，西为丽景门，南为长夏门，北为
安喜门，同时建阙楼，连带筑起月城，洛阳
城防之坚固，周边县城都不能比。随后又
在城外开挖护城河，沟深5丈，宽约3丈，
引入瀍水，形成隔断，并从洛河中运来大
量石头堆放在城内以备防敌。

正因明代加固了城防，李自成起义军
进攻洛阳时才久攻不下。李自成非常恼
怒，破城前后便多有杀戮，城墙坚固反而
给洛阳人带来了灾难。此话多为民间传
说，这里按下不提，再说说洛阳县到了民
国时期的一些变故。

洛阳县的管辖范围及其城墙形制

民国时期的洛阳县

洛阳解放初设立洛阳市，仍置洛阳县
（一度更名为洛北县）。为了便于开展城
乡工作，1949年1月16日，洛阳县、市合
署办公，治所在老城民主街。有趣的是，
合署后县领导市，市委委员加入县委（据
《洛阳市大事记》），洛阳市市长负责城市
工作，洛阳县县长负责农村工作。

1949年10月2日，接河南省政府66

号令，洛阳市、县分治。11月，市、县正式
分开办公，洛阳市人民政府驻民主街，负
责城市工作；洛阳县人民政府驻营林街，
专管农村工作。

1952年，洛阳县辖12区、169个乡
镇，人口48万。1955年11月，为支援洛
阳工业建设，国务院决定撤销洛阳县，其
原来所辖的169个乡镇中，有114个划归

偃师县、孟津县、宜阳县，留下55个乡镇
224个村归属洛阳市。

从此，京畿大县洛阳
县成为历史……

解放后的洛阳县

秦灭东周后
便设置了洛阳县

据史料记载：战国后期，强秦灭掉东周，
即于成周城（白马寺东边）置洛阳县，并于周
王城（王城公园周边地区）置河南县，两县并
存，一直到宋。到了金朝，撤掉河南县，并入
洛阳县，洛阳县遂成为全国大县。

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八月，金朝又
把洛阳升格为“中京”，洛阳成为“金昌府”府
治所在地，拥有户籍55635个——洛阳县是

“金昌府”所辖9县中最大的一个县。
洛阳因有“京城”做底子，便有足够的政

治文化底蕴，所以在宋代以后，洛阳虽然不是
京城了，但不断有王侯、军阀进驻洛阳，加上
明清时期洛阳一直是府治所在地，故其在城
市建设规格上往往要高于其他县城。

明代城内建筑主要有伊王府、福王府、河
南府署和洛阳县衙，其中福王府（朱常洵府
邸）遗址在今老城青年宫一带。到了清代，这
里改作河南府署，建筑规模仅次于福王府，而
洛阳县衙则在城沿东北部。

由此便形成洛阳城郭之内，同时出现王
府、府署、县衙“三套马车”格局，其连带机构
与附属建筑物各呈气象，一城之内既有府城
隍庙，又有县城隍庙。福王的坐驾出来，自然
是头等的排场，洛阳府、洛阳县官员遇见了，
都得赶紧礼让。他们坐的轿子也有区别，有
八人抬的，有四人抬的，等级明显。到了清
代，三品以上官员坐绿呢大轿，四品以下官员
坐蓝呢大轿，河南府知府（一般为从四品）可
坐八抬大轿，但必须是蓝呢大轿。洛阳县知
县（时称县知事）坐四人抬的朱顶蓝呢大轿，
低调过市。

由此还形成了《洛阳县志》的广采与滥
录，譬如清初所撰的《洛阳县志》，竟将河南府
的清官全部录入——洛阳县虽为河南府首
县，但应严格区分府、县的志别，县志应只记
本县山川风物人物，有关的府事自有府志来
记载，但《洛阳县志》却大包大揽，把河南府的
事情全部揽入襟怀。当然，这也是洛阳县治
与河南府治同在一城的缘故。

纵观明清两代，洛阳县地方教育比较发
达，科举方面不落伍。在明朝，洛阳县共有进
士129人，居全省108县之冠，占洛阳县人口
的万分之十五，远远高于全国万分之四的平
均值（由此可推算出当时洛阳县的人口数
量）。在清代，洛阳县进士数量略低于居全省
之首的祥符县（今开封市），位居全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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