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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继民 a

我与良真兄是校友系友，因老乡之故，1978 年 9 月相识于武汉大学

历史系。他毕业后回邯郸工作，先后在缝纫机总厂、市委党校、市社会科

学研究所和市博物馆工作。我在武汉大学就读研究生和留校工作期间，每

年假期回邯，我们总能见上一两面。1987 年，我从武汉大学调到河北省

社会科学院工作，见面的机会自然更多了。我们的见面常因专业、乡情和

兴趣而聚焦于邯郸历史文化的话题上，当然也就有了合作研究之举。同时，

我们也感到有关邯郸历史、地埋、碑刻等有些问题，必须经过实地查证才

有可能真正搞清楚。为此，我和良真有时还邀其他同志参加，有目的地开

展了大量田野调查工作。

我们在研读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获取的大量邯郸历史新

材料，一起合写过《〈水经 • 漳水注〉邯郸附近山川城邑考》《新刊唐志

涉及邯郸史地的几个问题》《“赵国易阳南界”石刻的年代及历史地理资

料价值》《河北永年朱山唐代石刻考察记》《近代峰峰煤矿发展概况》《邯

郸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等数十篇文章。1990 年我们两个再加上杨倩描先

生又一起合著了《邯郸简史》。该书内容上起原始社会，下至 1945 年邯

郸解放，跨越邯郸城市史的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古代隋唐五代以前部分

由我负责，宋金元明清前期部分由杨倩描负责，晚清近代部分由良真负责。

《邯郸简史》出版不久，良真鉴于近代资料搜集得较多，提议将《邯郸简

史》的近代部分加以扩充，并于 1992 年又出版了《邯郸近代城市史》，

虽然署名是我们两个，实际主要是良真的手笔。近年以来，良真又多次谈

过修订、增补《邯郸简史》的意见，我也早有此意，却一直无暇顾及。良

a孙继民，河北省邯郸市人，历史学博士，国内知名学者。曾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历史学会会长。现任武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等职。兼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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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便自告奋勇，独力承担起了全书的撰写任务，就是前不久由中国文史出

版社出版的《邯郸古代城市史》。这本书刚告竣，良真兄又再接再厉，马

不停蹄，筹划起《邯郸史话》一书的编写，拟在学术专著之外为邯郸地方

读者提供一本邯郸历史文化的通俗读本。我对良真兄退休之后仍然笔耕不

辍的高效和勉力服务社会、服务地方文化的敬业精神不能不由衷敬佩。

史学作品就受众对象的适应性而言，大体可分为面向专业人士的学术

论著和面向大众读者的通俗作品。两类作品各有不同的写作原则和基本要

求。学术作品要求信而有征，层次分明，逻辑严密，文笔平实，重在向专

业人士传达证据可靠，用语准确，结论坚实而具有创新意义的信息。通俗

作品则要求语言简明，情节生动，可读性强，重在向非专业读者传播适合

大众口味的历史知识。二者实际上属于普及与提高、述与作的关系。学术

论著贵在提高 ( 创新 )，通俗作品贵在普及 ( 传播 )。前者以创新认识为

宗旨，后者以普及知识为鹄的。两类作品功能不同，对象不同，作用不同，

难易也不同。但二者很难简单地说孰难孰易，孰高孰下，其难易高下常常

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例如《邯郸史话》虽属于面向大众读者群的通俗史

学作品，但写作起来未必轻松。笔者长期从事专业性的史学研究，深知通

俗史学作品的写作并非通常想象的那样容易。以我自己的体会，其难度丝

毫不亚于专业论著的写作，我对《邯郸史话》之类的写作常常视为畏途，

宁愿耽于专业论著而怵于通俗作品的写作。因此，良真兄主动承担起将《邯

郸古代城市史》和《邯郸近代城市史》通俗化，形成普及化的作品《邯郸

史话》，于我而言真是一种责任的减轻，于良真兄而言则是驾轻就熟、兼

擅双长，堪称善作与善述、普及与提高的最佳结合。

这本《邯郸史话》分为10章41节，12万字，并附有百余幅照片和地图，

做到了资料翔实、记述清晰、言简意赅且图文并茂，兼学术性和通俗化于

一体，系统而简明地记述了邯郸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此书不仅是人

们了解邯郸城市变迁与文化脉络的一把钥匙，还是一本贴近大众的好读物，

也为弘扬河北优秀地方文化起到了增砖添瓦的作用。

最后，真诚感谢良真兄对弘扬邯郸历史文化的担当！                             

                                      2017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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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满目红岩的紫山，这就是古时的邯山；俯视前方堵山的东

南是鳞次栉比的楼群，那便是殷商以来的古城邯郸。漫步缓流的沁

河岸边，这就是古代的牛首水，伴着西来的紫气而东流入滏，它是

邯郸真正的母亲河。

故乡的深情，难忘的乡愁，且越老越浓。小时候听奶奶说的两

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都与后来我研究邯郸有关。一是说日本人占领

邯郸时在南门口支着一个架子，上面放着“照妖镜”，从里边一看

就知道谁是坏人。从那时起，“照妖镜”就一直勾着我的好奇心。

奶奶是听爷爷说的，1936 年前我爷爷在武安淑村经营布匹绸缎庄，

经常往来武安、邯郸、开封甚至杭州等地，在家乡算是一位见多识

广的人。二是说南蛮子在赵王城盗宝。一次跟着奶奶坐着毛驴车去

西大屯亲戚家赶集，走的那条土道便路过赵王城，奶奶指着西边的

一片苍荒之地说：南蛮子用高粱和玉米秸围起来在里面盗宝。那时

我不懂赵王城的含义，但记着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

我奶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小脚妇女，她虽是道听途说，甚至

张冠李戴，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在搜集有关邯郸的历史资料时发现，

清代以前《邯郸县志》刊出的地图都是没有比例关系的示意图，而

日伪本《邯郸县志》刊出的邯郸城图则是利用现代测绘技术编制的。

于是我就想到了奶奶所说的“照妖镜”，实际上那是一个地理测量仪。

所谓南蛮子盗宝指的是 1940 年日军占领邯郸期间，日本学者原田淑

卷首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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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驹井和爱等人曾组成邯郸调查团，对赵王城等遗址进行过考古

调查和试掘，并于 1954 年出版了《邯郸——中国河北省邯郸县赵都

城址的发掘》一书。

早在 30 年前，我和同乡校友孙继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时，

就有撰著一部邯郸历史专著的共同夙愿。1990 年初，在邯郸市长白

录堂拨专款的支持下，我们出版了第一部《邯郸简史》；1992 年秋，

在市政协主席马云亭和政协文史委主任薛金铎先生的支持下，我们

又出版了《邯郸近代城市史》。此时此刻，我们报效家乡的一颗赤

子之心得到了些许宽慰。在我们已过花甲之时，邯郸学院又资助出

版了《邯郸古代城市史》。此时此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的童年朗声由远及近，心情动怀，于愿足矣！

这次撰写的《邯郸史话》，遵循治史的基本原则，将历史上邯

郸的地理范畴划定为今邯郸市区（包括现在的复兴区、丛台区、邯

山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不包括峰峰矿区、永年区、肥乡区），这

个区域与解放前邯郸县所辖区域大体相当。

在以往研究邯郸历史的著述中，多引经据典，或摘考古术语，

不仅文字生僻苦涩，干巴无味，而且篇幅冗长，读来费时。这对多

数的非文史专业或青少年读者来说，毕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的阅读

困难。所以，我就产生了写一本字数不多、少引经典、不加繁注、

通俗易懂、言简意赅而便于阅读的邯郸史话，但苦于我文学素养不够，

又无惊人之语，恐难满足读者的需求。

历史上的城，曾是故乡的荣。自殷商以来，邯郸城的历史已有

3200 年左右，无论我们推测涧沟遗址是殷商时期邯郸早期的城，或

者午汲古城作为春秋时期的邯郸城，还是战国两汉时期作为赵都的

邯郸城，以及魏晋以来直到 1945 年 10 月之前作为邯郸县的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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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始终是一座城并一以贯之而存在。邯郸作为古城、都城、县城

或跻身当代国家大城市的城，虽然它有过战国秦汉辉煌繁荣几百年

堪称自豪的时代，也有着魏晋以后凋敝不堪和满目萧条的痛苦，但

更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展成为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地区中

心城市的复兴之城。古老的邯郸城，是故乡永不褪色的荣耀。每一

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要感到自豪而引以为荣。

热爱古城，记住乡愁，是每一个邯郸人的责任；建设邯郸，报

效家乡，更是每一个邯郸人的担当。记得我大学毕业那年春节和父

亲聊天，他语重心长地说，邯郸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你是历史科

班出身，要下点功夫把邯郸的历史好好研究研究。我父亲仅读过初

中，也算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长期在市委机关工作。他退休以后

还抱病首撰《邯郸成语典故集》和《邯郸历代人物》两部百万余字

的著作，他的家乡情怀至今还在激励着我。1987 年春天，那时我担

任市历史学会秘书长，为了筹备在邯郸召开的首届全国赵文化学术

讨论会，我去拜访市文物保管所陈光唐老所长，向他了解赵邯郸故

城的考古情况。陈先生是福建闽南人，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邯郸教

书，可他的闽南普通话学生难以听懂，便调他去任文保所所长，一

直干到 65 岁才退休。他参加了配合城市人防工程的考古调查，首次

发现了市区地下 6-9 米处的战国邯郸“大北城”。当年修建引水工

程要通过赵王城遗址，陈先生站在推土机前，用生命迫使工程改线，

避免了赵王城遗址遭到一次最严重的建设性破坏。还是在筹备赵文

化会议期间，为了查找邯郸地区的文物调查资料，我去拜访地区文

保所张沅所长，一见如故，他随手将《邯郸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

赠给我。2000 年在我主持市文物局日常工作中又与他同事几年，得

知他经历过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坎坷，但他长期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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