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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走进河北文化

河北省面积约为１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６８００万，分
别占全国的近２％和２０％，属于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其面
积与人口大抵相当于半个日本或６个比利时。首都北京和直
辖市天津位于河北省腹地。如果说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河北
就是祖国的胸膛。

河北省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是全国自然条件最完备的省
份。高原、山地、平原，河流、湖泊、海洋，得天独厚，齐
整精当。整体地势西北部高，东南部低，明显分三级阶梯。
堪称祖国大地的浓缩版。

河北之名，名扬天下；河北之胜，数不胜数。文化，只
占其中一部分，但已足显其博大精深、璀璨夺目。

说到文化一词的概念，有三种解释。一是指人类在社会
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
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二是考古学用
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
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如仰韶文
化、龙山文化等；再就是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
我们平日说的学习文化、文化水平等。其中第一种解释是我
们谈的河北文化的主要指向和内容，间或涉及第二种解释，
以此来领略这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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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河北文化，认知河北文化，有三方面可概而括之：
一是纵贯千载，源远流长；二是丰富多彩，蔚为大观；三是
特色鲜明，独领风骚。

一、源远流长

在桑干河畔阳原盆地的泥河湾，考古学家发现了２００万
年前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这是迄今为止中华大地上
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遗迹。泥河湾作为中华初民最早的生息
地，被永远铭刻在首都北京中华世纪坛第一阶青铜甬道上。
原始社会后期，黄帝、炎帝、蚩尤３个部落在河北西北部的
涿鹿与阪泉之野冲突拼战，最终形成了南北氏族的大融合，
中华人文始祖在这里实现了统一。可以说，普天之下的炎黄
子孙源自河北，５０００年一脉传承的中华文明起步于河北。

河北别称 “冀”，始自大禹治水后划天下为九州，河北
为冀州之域。冀本骥，良马之谓；骥生于野，又言地势平坦
而辽阔。骥改冀，复指希图与贤能，表达了先民对这片土地
的美好心愿和赞誉。春秋河北北部为燕、中南为晋、东北为
无终，战国北为燕、南为赵、西部偏南为中山。因 “燕赵”
国运长久、影响深远而成为河北人文的代名词，燕赵文化与
中原、关陇、齐鲁、吴越、荆楚、巴蜀文化等并立于中国历
史文化之林。

冀南武安市磁山村发现了一种距今约７３００年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遗存，因之定名为磁山文化，在这里发现有大量粮
食堆积，证明我们的先祖当时已有比较发达的农业。藁城市
台西村的商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达３１００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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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世界上最早的铁器、酒曲和医疗器具 “砭镰”及漆
器、丝麻织物、药用植物种仁等，震惊了世界。平山县中山
王陵出土的兆域图，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刻在铜版上
的平面设计图和目前所知最早的建筑规划图，把中国缩尺制
图的历史提前了６００多年，改写了中国和世界古代科技史的
记录。

我国历史悠久，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具有重大影响
的文化，先秦 “百家争鸣”，河北有荀子，有繁华的大都市
和学术中心邯郸；春秋战国时代的大舞台上，有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廉颇、蔺相如 “将相和”；燕昭王招贤纳士的
“黄金台”，荆柯刺秦，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
一去兮不复还”。秦汉之际，由毛亨、毛苌保护并传授的
《诗经》，得以传世，为我国历史文化作出极大的贡献；董
仲舒首倡始创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２０００年封
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东汉末年三国纷争，刘关张 “桃园结
义”，加上后续四弟常山赵子龙，哥儿四个中有三位河北
人，打出了蜀汉一片天。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河北尤烈，
人们今生无望，寄托来世，因之佛教大兴，所雕佛像均呈
严肃俯视状，体现出一种紧张感和悲悯情怀，拿留之于今
的峰峰响堂山石窟与盛唐所建的洛阳龙门石窟比较，会发
现美学观念迥异。此间，郦道元 《水经注》问世，祖冲之
“圆周率”出台，现在普天之下，有几人不晓得 “祖率”？
更有后来在冀南邺下以 “三曹”和 “建安七子”为代表的
文学集团，其 “建安风骨”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
页；还有两首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载入中小学生课本的北
朝诗歌——— 《敕勒川》和 《木兰诗》，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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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耀眼的明珠。
隋唐文化，首推唐诗。在唐朝诗人诗作灿若河汉的星空

中，河北籍的 “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边塞诗大家李颀、
高适，“五言长城”刘长卿，以诗句 “人面桃花相映红”传
世的崔护，“苦吟”诗人贾岛等，多为今人耳熟能详，特别
是被誉为 “诗豪”的刘禹锡。宋代佛寺在河北的以正定县隆
兴寺最著名，主建筑大悲阁内有高２４米观音铜铸佛像，是
中国古代现存最大立式铜像；定州市的宋代开元寺塔全国闻
名，该塔又名料敌塔，是迄今中国古代砖建最高的塔。金代
建的苍岩山石桥，于悬崖峭壁百丈高处一虹飞渡，历时８００
余年雄姿依然。元代有大科学家郭守敬，蜚声世界文坛的伟
大的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等，他们在戏剧文学史上的地位
不仅是河北，也是全中国的骄傲。

元明清三代都城皆定在北京，河北为京畿重地，其政治
地位极为突出。明清５００余年，河北一带称为直隶，清时直
隶总督兼职北洋大臣，入值军机，于封疆大吏中位于魁首。
河北得风气之先，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清末洋务运动，推行
新政，废科举办学校、军队现代化等皆在此首演。同样原因
亦导致动荡不断，明时靖难之役、土木之变、清朝入主中
原，近代辛酉政变、庚子之乱；凡此种种，为中国历史写就
许多重要篇章。明长城最坚固雄伟的一段，在今河北境内。
清朝，修建了现今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和外八庙
以及清东陵、清西陵；纪昀主持编撰了 《四库全书》；伟大
的古典名著 《红楼梦》的作者是河北人曹雪芹。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河北是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
早的省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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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的革命活动，掀开了光辉的首页。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抗
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
分，敌后抗日主战场，这是河北人特别引以为豪的光荣历
史。解放战争时期，数十万大军下太行，进行改天换地的伟
大斗争。１９４７年５月，中共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召开全
国土地会议，推翻了千余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同年１１月，
人民解放军攻克石家庄，为全国第一座解放的大城市，构建
了未来全国政权的雏型，为新中国提供了试验田。次年５
月，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在此组织指挥了辽
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
三中全会。西柏坡作为中国革命最后一块农村根据地，与瑞
金、遵义、延安并列为四大革命圣地。历史选择了河北，河
北创造了历史，“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而在文化方面，张寒
晖的一曲 《松花江上》，让无数热血青年奔赴抗日战场；《人
民日报》、新华社在河北诞生；河北是抗大总校所在地；是
“白毛女”的故乡。

河北历史文化，纵贯千载，源远流长。

二、蔚为大观

河北是文化大省，文化名省，并且正在迈向文化强省。
月球上的环形山有四座是以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其
中两位是河北人，即南朝数学家祖冲之和元代科学家郭守
敬。万里长城横亘六七个省市，其中在河北境内线段最长，
保存最为完整，也最为有名；长城，已成为河北的象征性标
识。赵州安济桥为隋朝工匠李春在世界上首创的 “敞肩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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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立于原址越１４００多年而无毁。长城、清东陵及清西
陵，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承德市、保定市、邯郸
市、正定县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河北省有全国文物保护单
位１６３处，位居各省、市、自治区第一名。２００６年，国务
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５１８项，河
北省占４０项，数量居全国第四。“赵州桥、定州塔、沧州铁
狮大菩萨”；“大菩萨”是指正定县隆兴寺高达２４米的观音
铜铸佛像。这４件四海闻名的国家一级文物，在旧时被誉为
河北 “镇省四宝”。其实，随着行政区域的变化，如解放后
将热河省的承德地区划归河北省，随着考古发现和抢救工作
的进展，河北的 “镇省四宝”何止４件！

河北的革命文化，恢宏壮丽。河北大地是一块具有悠久
革命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土地。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和
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中宣部和国家
旅游总局公布的全国红色旅游百处重要景点中，河北与湖南
同为８处，位于各省、市、自治区首位。河北省的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中，革命文化占有相当比重。全省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３８处，其中１１处为全国示范基地。李大钊、白求
恩、柯棣华、歌曲 《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节振国、马本
斋、董存瑞、《我的自白书》作者陈然、佟林阁、郝梦龄等
先烈事迹，长城抗战、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壮士、平原游击
队、敌后武工队、地道战、白洋淀雁翎队等斗争经历，是河
北革命文化光芒四射的亮点，万世景仰的丰碑。

河北的现代文化，昂扬先进。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涌现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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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作家群，创作了 《红旗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
《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战斗的青春》等一大批
革命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孙犁开
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著名的流派 “荷花淀”派，现当代最著
名的诗人之一郭小川是河北丰宁人。上世纪９０年代河北作
家 “三驾马车”已在文坛上驰骋了十余年，２００６年铁凝当
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更是河北文化的一大亮点。河北吴
桥是杂技之乡，成功举办了十届的吴桥国际杂技节，已成为
河北文化走向世界的品牌；评剧艺术诞生地唐山举办的中国
评剧节， “武术之乡”沧州举办的武术擂台赛，顺平县的
“桃花节”，赵县的 “梨花节”等都很有知名度，影响越来越
大。河北创作拍摄的 《誓言》、《征服》、《八路军》、《当家的
女人》等电视剧，热播全国；河北人编剧的电影 《远山姐
弟》、《新中国第一大案》，全国公映。河北名胜众多，旅游
业发达，是国内外游客向往之地。河北正在加快建设文化大
省的步伐，从各个方面努力搞好先进的现代文化，以满足广
大群众和众多来宾认知与娱乐的需求。

商贸文化是河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较少涉
足的领域。在中国近现代百年商业文化史上，有一个冀商应
该记住。冀商与天下闻名的晋商、徽商以及浙商等站在一
起，非但毫不逊色，而且别具风采。冀商有三大帮、四大贡
献，一是冀东以乐亭县一带为主的 “老呔帮”，取东北为主
要流向和活动地，主要贡献是开发东北；二是 “走东口”到
蒙古经营的 “张库帮”，主要贡献是沟通蒙古；三是以保定
商家和专类物产品行销天下的 “冀中帮”，惠济京津和物流
天下是冀中帮的历史作为。冀商曾支撑着全中国７８％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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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超过９０％的皮毛业；曾有１０万 “老呔帮”在白山黑水
间经商并大成气候；北京著名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店、东来顺
羊肉馆、内连升鞋店等，天津食品 “三绝”——— “狗不理包
子”、“耳朵眼炸糕”和 “十八街麻花”，都是河北人创办的。

２００６年秋，国家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全国３４５家 “中华老
字号”中，河北有８家，全部为食品业，为方便记住，有人
编了顺口溜——— “四瓶白酒两只鸡，一篓酱菜摆一席。”它
们是石家庄洛杉奇食品有限公司的金凤扒鸡，创立时间为

１９０８年；河北保定槐茂有限公司的槐茂酱菜，创立时间为

１６７１年；河北刘伶醉酒厂的刘伶醉，创立时间为１９４８年；
河北裕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衡水老白干，创立于１９５６年；
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板城烧锅酒，创立时间为

１７７３年；河北省刘美实业有限公司的刘美烧鸡，创立时间
为１９０６年；玉田县鸿源酒业有限公司的丰年牌玉田老酒，
创立于１９０３年；唐山鸿宴饭庄的鸿宴，创立时间为１９３７
年。这些，应当作为河北文化的常识被记忆、被传诵。

河北当代文化，丰富多彩，蔚为大观。

三、独领风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河北的人文精神，向以 “慷慨悲
歌”闻名于世。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
突交融地带，处于中国南下东进的通衢，处于极权统治严酷
的京畿重地，处于保家卫国、以正抗邪的前沿，形成了河北
人宽容平和，坚忍不拔，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大气坦诚，
甘于奉献，诚信务实，拼博自强，心直口快，重义轻利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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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格，普遍地于心底存在一种英雄主义情结，一种悲壮之
美。

从历史上人们熟知的河北文化现象来看，战国末年燕太
子丹密谋刺秦求教田光，田光荐荆柯，太子丹言此事极机
密，恐泄露，田光说我为你去忧，言毕自刎。２０００多年前
的一段往事，太子丹之直，田光之义，至令今人心动。汉末
刘关张桃园兄弟之义，千古传为美谈；而 “姿颜雄伟，气势
沉雄”的常胜将军赵云，几为完人，毛泽东曾有言：“正定
是个好地方，那里出了个赵子龙。”有专家称 “赵云可为石
家庄的人文代表，形象大使”。魏晋南北朝，刘琨 “用词凄
戾”，祖逖 “闻鸡起舞”。隋代李春建造了今被称做 “天下第
一桥”的赵州桥，其栏板高浮雕刻，腾龙饕餮，无不大气磅
礴，极力彰显强盛气象。唐朝诗人中，河北以出边塞诗人著
称，祖籍无极的刘禹锡被世人尊为 “诗豪”。元有关汉卿名
作 《感天动地窦娥冤》。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仅以省剧河
北梆子的高亢激越，以河北民间三宝———武强年画、唐山皮
影、蔚县剪纸的艺术风格，就可印证燕赵 “慷慨悲歌，民风
阔达”“人性淳重，以气节为重”之古语。这些人文精神积
极的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得以继承和弘扬，并与时
俱进，不断创新，成为加快河北发展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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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文化脉络

一、先秦时期河北的文化

先秦时期，指秦朝统一以前的历史时期，泛指可以是从
五帝时代 （黄帝、颛顼、喾、尧、舜）经夏、商、西周到秦
始皇统一六国，即从约公元前２６世纪初到前２２１年，长达

２３００多年；一般特指春秋战国时期，即约公元前１１世纪初
到前７７１年的东周和前７７０年到前２５６年的西周以及其后

３０多年的七雄并立时期，也有近千年的历史。先秦是历史
学的一个专用名词，我们常见的如先秦史、先秦诸子等等。

（一）科学技术

医学———据考古发现，先秦时期河北地区使用的医疗器
具有砭镰和陶砭。１９７３年在藁城县 （今藁城市）台西村商
代遗址中发现了我国最早一件古代医疗器具———砭镰。从外
形上看，这件石质砭镰和近代农村使用的镰刀相似，基本上
完整无损。在古代医学书籍中，有关砭镰能够治疗疾病的记
载屡见不鲜。台西出土的砭镰 “内缘锐利”，正适宜于在患
者痈肿、溃疡处进行表皮刺激以减轻其痛苦，或者排脓刺血
以治愈其疮伤。这种形似镰刀的砭石，是现在外科医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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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术刀的雏形。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三件战国陶器，文物大家史

树青先生认为是陶砭，正面近柄处立一侧面人像，张口吐
舌，神态生动，被称为 “雨师”花纹陶砭。雨师的形象用在
陶砭上，是受当时阴阳五行 “水能克火”学说和鬼神迷信思
想的影响。陶砭是古代实用的一种医疗器具，使用时先烤热
或在灰火中烧热，起消毒作用，然后立即灸病人患处，消除
痈肿、刮弃脓血或切除腐肉。这种热敷疗法一直流传使用到
现代，也是 “拔火罐”的先导。距今已有２２００多年。

医药的使用情况亦见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台西文化层
发现了３０多枚药用植物种仁，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
中医研究院鉴定，均属蔷薇科梅属中多种植物的种子，其中
大多为桃仁、还有杏仁、郁李仁。这些种仁外形比较完整，
是剥掉硬壳后而储存的。食桃仁、杏仁易腹泻，少食则可医
病，如下瘀血、通经、治腹中结块、通润大便等，所以这些
植物种子做食用的可能性不大，推测当时有将这些同类植物
种仁做医药的可能。这反映了３０００多年前，河北先民在实
践中已了解到这类种子的用处并用做治病的药物了。这些药
物标本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史，是非常可贵的资料。

先秦时期，河北地域最著名、最有成就的医学家是扁
鹊。扁鹊，原名秦越人，约生活于春秋末或战国初，齐渤海
鄚 （今任丘市）人。他负笈行医，周游四方，成为远近闻名
的医生。人们把他比做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一位名医———扁
鹊，称他为 “扁鹊先生”，这样扁鹊的称号便代替了原来的
姓名，一直流传至今。他曾带弟子周游各国大都市行医，做
过妇科医生、五官科医生、儿科医生，在内科方面也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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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归纳出 “望”、 “闻”、
“问”、“切”４种诊病方法，２０００多年来，这些方法一直被
中医所运用，这是他给后世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医学遗产。扁
鹊在秦国咸阳行医时，因遭秦国的太医令妒嫉，被其所派刺
客杀害。东汉时有人将他流传下来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整
理成 《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这部医著在祖国医学发展史
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建筑———最能体现先秦河北建筑设计和规划水平的是平
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即 “墓茔地”或 “陵墓区”的
平面设计图。周制规定，营造陵墓要先设计好建筑图再进行
施工。但 “兆域图”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后人一无所知。而
中山王墓出土的一件镶嵌金银丝的铜兆域图版则为我们提供
了实物。这张铜图版长９４厘米，宽４８厘米，厚约１厘米，
背面中部铸有一对铺首便于提携，正面是一幅完整的中山
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其内包括３座大墓、两座中墓的
名称、大小４座宫殿、内宫垣、中宫垣的尺寸和距离，还有
中山王颁布的修建陵园的诏令。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
件刻在铜版上的平面设计图和目前所知最早的建筑规划图，
也是世界上罕见的一件标明比例尺寸的设计图。从兆域图和
图上的文字说明可知，当时制图的计量概念是十分清楚的，
并运用了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通过以建筑物的体量、标高
和位置来突出主体的办法，体现出宗法制度下尊卑等级的比
例关系。说明这一时期单体建筑与群体建筑的规划设计已形
成一套较为成熟、水平较高的规制了。科学工作者还对兆域
图上平面的实测与文字记录的尺寸作了换算，发现此图是按

１∶５００的比例尺缩制而成。过去认为使用比例尺绘制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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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元２６７年西晋裴秀为最早，他绘制的地图是 “以二寸为
千里”；隋代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明堂，其比例尺是 “用一
分为一尺”，即百分之一。而中山兆域图的发现，则把中国
缩尺制图的历史提前了６００多年，这种先进的制图方法不仅
改写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也改写了世界古代科技史的纪录。

（二）宗 教

燕国的方士和方士学———先秦时期尚未出现宗教，河北
地区也是如此，但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祭祀、崇拜等活动一
直存在。这些祭祀、崇拜等活动在河北地区的分布具有地域
的特点，大略而言，燕地以包含阴阳五行说内容的方士和方
士学为特点，中山地区以山神崇拜为特点，赵地以神话传说
兼有自然崇拜为特点。

战国时期，燕、齐以多方士著称于世，而燕国尤其称
盛。其原因有三：一是邹衍在燕国长期著书立说，他的阴阳
五行和 “方术”说成为方士神仙家的理论基础；二是燕昭王
渴望修炼成仙、长生不老，偏好方士和方士学；三是燕国东
临大海，海市蜃楼等自然景观，易于激发方士们的追求和幻
想。在三个原因中，燕昭王的偏好和提倡起了关键的作用。
燕昭王为了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曾派人到渤海中寻求蓬莱、
方丈、瀛州三神山。

燕国的方士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
面：其一，秦汉时期，尤其是秦始皇、汉武帝时期的方士，
主要来自于战国时的燕、齐地区。为秦始皇寻求不死之药的
卢生是燕人，带领数千童男童女入海为秦始皇寻仙人的徐市
是齐人。其二，方士学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道教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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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其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中的
巫术。其次便是战国时期燕、齐出现神仙方士学。神仙方士
学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关系很大，道教就吸收了很多阴阳五
行说的内容。而燕赵成为原始道教的一个发祥地，与过去方
士学的盛行有关。方士和方士学虽然不属于宗教的范围，但
对道教的产生发挥了很大作用。

中山国的山神崇拜———平山中山王墓出土了多件山字形
铜器，高者近１５０厘米，宽者达８０厘米，厚者１厘米多，
足见其分量；虽然高宽不一，轻重不同，但形制相似。因为
这种器物在我国是第一次发现，不少学者根据其形状称之为
“山字形器”。中山王墓还出土了一件中山侯铜钺，钺面铸有
铭文，钺面下部铸有５座山峰，钺柄前部铸有 “山”字。此
外，中山王墓建筑遗迹也出土了不少山形饰件，有山形瓦
当、山形脊瓦等。这些建筑饰件在其他的都邑遗址内，至今
尚未发现。铜钺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有了铜钺也就有了
征伐、杀戮的权力；瓦当、脊瓦等在古代建筑中都置于建筑
物的顶部，至为尊严。中山侯的铜钺和中山王墓的建筑饰
件，反映了中山国对山的崇敬。对山字形铜器，过去学者多
推测是陈设在王帐前的一种礼器，类似族徽、国徽样的东
西。或认为是仪仗饰，插于木柱之上，平时可能立于王帐
前，出行时竖于车上，以示王仪。有的学者认为山形器上锐
下方，上锐呈三圭状象征三山，下方有回旋纹象征两川，是
中山国用来祭祀的山川神主牌位。

中山国的山神崇拜意识以及相应的祭祀制度。说明 《国
语》中记载的包括祭祀山神在内的 “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
山川”是诸侯的执掌和义务，也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祭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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