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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丘历史文化璀璨夺目

常  青

内丘西依太行，东临平原，地处燕南赵北，分界晋冀，历史文化

璀璨夺目。

内丘古称中丘。《十三州志》云“《山海经》谓：西北有蓬山，

丘在其间，故曰‘中丘’”。中丘因蓬山而名，蓬山又因扁鹊而灵。

扁鹊治愈赵简子疾，得赐蓬山田四万亩。故蓬山成其封地，中丘成为

其食邑，蓬山因之称蓬鹊山。《魏书 • 地形志》记“中丘有鹊山祠”；

《水经注》载“中丘有蓬鹊之山”；《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五》记“鹊

山，昔扁鹊同虢太子游此采药，因名之”；唐代诗人于鹄赋诗“扁鹊

得仙处，传为西南峰”；碑谒有“宋仁宗谥扁鹊神应侯”等。内丘扁

鹊庙，国内规模为最，祭祀隆重，实属扁鹊文化汇聚之地。

内丘自古就是先民栖息之地。商朝第二代始祖昭明迁居内丘昭明

一带，即先秦《世本》所记“昭明居砥石”，是为商都所在。之后，

商王祖乙再迁都于邢，内丘为都邑之畿。内丘成为商文化发祥地之一。

西周，周成王封姬苴为邢侯，立邢国，以夷仪城为都，内丘城东有邢

侯二夫人墓为证。如是，内丘又是邢文化发祥地之一也。东周，程婴

之后程本，字子华，从赵襄子迁邢，居内丘，史称程子，与孔子倾盖

而语终日，孔子赠束帛，称天下贤士也。内丘尊孔敬程世代沿袭，将

程本之《子华子》作典籍传授。

汉代，忠有冯唐，孝出郭巨。冯唐 “一代忠声动汉廷”，有“冯

唐易老，李广难封”之警句；郭巨流寓内丘，埋儿获金，入孝行典范，

影响千古，故众多村名来历因其二人遗芳沿著，明代还将二人合祀于

县城南关忠孝祠。明嘉靖申凤，明末智怀行，皆为孝行楷模接力者。

内丘堪称忠孝文化之乡。

内丘还是众多成语典故的出处。东晋末，赵郡中丘人张宾“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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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从石勒引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升右长史、大执法，

封濮阳侯。任遇优显，宠冠当时，而谦虚敬慎，开襟下士，士无贤愚”，

全凭张宾辅佐，石勒乃立后赵。成语“谦虚谨慎”出自张宾。

隋开皇元年（581 年），为避隋文帝父“忠”之名讳，改“中丘”

为“内丘”。大唐近三百年，邢窑创造了中国陶瓷史之峰巅，“内丘

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宋元明清，朝代更迭，人文积聚愈发深厚。元代，内丘两位大儒：

一位刘德渊，号鲁亭，享誉“明道卓行”；一位林起宗，号鲁庵，称“道

学宗主”。明清，范达得道成仙；乔中和著《说易》，创字典雏形《元

韵谱》；释海宽被钦命为少林寺住持，乃宗教文化之精英。

近现代，内丘文化流光溢彩。内丘为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激励后人。

八路军一部以内丘西部太行为根据地，杨秀峰领导冀西游击队，奋戈

抗战，传奇盖世。

内丘钟灵毓秀，历史文化璀璨。今，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

政协组织成立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地方历史，挖掘县域文化，整理

文史资料。而后，结集成果，付梓丛书，以达存史、咨政、教化之功效。

借此，为宣传文化，推介内丘，添枝增叶。

                                               2014 年 9 月

                                                （作者为政协内丘县委员会主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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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内丘古称中丘，古老文明，仙山秀美，先贤辈出，人杰地灵，值得称

道的太多了。

据宋 • 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记载：“《十三州志》云《山海经》谓

西北有蓬山，丘在其间，故曰‘中丘’”。这说明内丘的来历在《山海经》

中就有记述，也就是说内丘因蓬山而名，蓬山因仙气而充满灵性。《畿辅

通志》和《内丘县志》都记载着蓬山曾出过海市蜃楼：“山巅有窍，大如

盘，每朝暾，出云气，为城市楼阁，或与唐山相连，四十余里如长虹然，

日出乃解。”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所以说，蓬山为仙居之地。有山有水，

千年板栗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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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人居。《山海经》云“敦与山，泜水出其阴，东流注于彭水”。《汉书》

载“逢山长谷，渚水所出”。内丘除了有历史名河泜水，还有一条历史名

河渚水。两条像巨龙一样的母亲河抚育了内丘发展演变，生生不息。水不

在深，有龙则灵。所以说，内丘乃灵性之邑。

早在先商时期，商的第二代先公邵明就相中了内丘这块风水宝地，从

蕃地迁居而来，即所谓的史称“邵明居砥石”之商都，就在内丘北部泜河

南岸的邵明村。这里可谓是先商最早的居所，中华商文明的所在地，商人

祖先的起源地。

春秋时期，医祖扁鹊也看中了内丘这块山水热土，从任丘迁来，在蓬

山采药行医。扁鹊因治愈了赵简子五日不醒之疾，赵简子将中丘之蓬山田

四万亩赐予扁鹊，蓬山成为他的封地，内丘成了他的食邑。扁鹊本名秦越

人，由于他生活在蓬山郡鹊山，而得以被尊称为神医扁鹊，成就了千年不

息的蓬鹊文化。《水经注》中有“中丘有蓬鹊之山”的记载。蓬鹊山的仙气，

孕育了内丘的历史文化，更成就了内丘的风土人情。历史上仅与内丘有关

的历史典故就有十多个，内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胜枚举。众多的著

名人物，像贤士程本、赵王张耳、忠义冯唐、孝廉郭巨、义师张燕、谋算

张宾、诗人常建、太师李周、大儒林公（林起宗）、先生道济（刘德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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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丘名人不乏史载志记。

内丘无愧文化大县，有着响亮的名片。西晋武帝太康六年（285 年）

曾建立中丘郡国。后赵石虎改置中丘为赵安县，“赵安天下”，何等重要。

隋唐之时，概为内丘青山神异，便划置青山县，《太平寰宇记》载：“黑

山一名青山，在旧县西二十里。列仙传云，犊子邺人，常在黑山，会牵一

黄犊子来过邺城酤酒，阳都女见悦之，遂留相奉，乃随犊子去，俱入山焉，

都女生而连眉，即魏都赋云犊娘连眉都也。土地十三州志云黑山之险，为

逋逃之薮。隋区宇图志云避周太祖讳因改黑山为青山也。”内丘的山有名气，

还有例证。据《太平寰宇记》载，唐天宝六年（747 年），李隆基将内丘

的孤山敕改为内丘山，说明内丘的名气在皇室殿堂共鸣。个中原因恐赖内

丘的邢窑瓷器太有名了。“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雕镌荆玉盏，烘透内丘瓶”。众多的赞美皆可说明内丘的神奇。

内丘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无比。有内丘神码，七夕祭祀，张村的 “跳

世平”中有一剧目《两头忙》，是著名的民歌《茉莉花》的原始版本，典

型的“活化石”。内丘的名人名胜、民风民俗不是一言两语能够说清楚。

谨以此小篇小幅结集小册略作点缀，借用山水风骨、历史典故、医祖圣地、

邢窑神韵、悠悠风土、史海钩沉六部分来宣扬宣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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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风骨  

1. 西北有蓬山  丘在其间

据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记载：“《十三州志》云《山海经》谓

西北有蓬山，丘在其间，故曰‘中丘’。” 这段文字说的是中丘，也就是

内丘一名的来历。其中涉及两部典籍，一部是《山海经》，另一部是《十三

州志》。《十三州志》为北魏阚骃所撰，共十卷，是记载魏晋十六国时期

新旧县之方位、地名取义、山水、古迹、水利等情况的。惜原书已佚，现

仅存清朝张澍辑本二卷，无法印证上段记载。另一部是《山海经》，《山

海经》为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全书共计

18 卷，原为图文形式，文字中查不到上段所谓的蓬山，给人造成很大疑惑。

阚骃撰《十三州志》是非常严谨的，史载其“博通经传，聪敏过人，

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既然他说“《山海经》谓西北有蓬山，丘在其间”，

绝不会是空穴来风，之所以造成现在的文字阙疑，或有两方面的可能，一

蓬鹊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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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经文传承遗漏，二疑当为先古注释中的文字。但蓬山作为历史名山这是

不争的史实。如果还从《山海经》去研究，你就会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

文字记载：“（太行山南首）又北百二十里，曰敦与之山，其上无草木，

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泰陆之水；泜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

于彭水；槐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泜泽。”敦与山正好是蓬山的位置，只不过，

不知其中的溹水是否为渚水。渚水和泜水正好一在蓬山之南，一在蓬山之

北，二河流注的位置也正好符合实际情况。所以说，所谓的蓬山也就是《山

海经》中的敦与山。这在《前汉书 • 地理志》中可加以印证：“中丘，逢

山长谷，渚水所出，东至张邑（任县）入湡。莽曰直聚。”古时“蓬”作“逢”。 

《前汉书》又称《汉书》，由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

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

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汉高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下至新朝王

莽地皇四年（23 年），共 230 年的史事。《汉书》如此清晰地记载逢（蓬）

山，足见蓬山在汉代应当是一座名山。

那么，究竟哪座山才叫蓬山呢？据史籍及考据，蓬山应当是自鹊山始，

分三支东西偏北走向的整个山峦，即中丘故城（在西丘村 ）的西边、北边

环绕成一个大的弧形地带。只有这样，才算吻合“丘在其间”这一史载。

渚水各支流多出山峦的南面，而泜河的各支流多出山峦的北面，由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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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山海经》所记。蓬山一名又源自何时呢？依史籍断定，应当早在先

秦时期已经存在了。古县志说《史记》中有“赵简子中丘之蓬山赐扁鹊田

四万亩”一说。《魏书 • 地形志》中也明确记载中丘有鹊山祠。因此蓬山

作为扁鹊的封地即食邑，有着众多的遗迹及史料可以考证。

一直以来，内丘人对蓬山地域的理解有所误解，都认为蓬山是今内丘

城西北十五里许的一个小山头。这见于明代内丘人乔中和撰《内丘县志》中：

“《山海经》西北有蓬山，内丘县创其间，故名其邑为蓬山郡，山形如蓬

故名蓬，在城西十五里许。《史记》赵简子即中丘之蓬山赐扁鹊田四万亩

（再考），古‘蓬’作‘逢’，俗误呼为峯山。”在提到鹊山时是这样说的：

“山形如鹊故名鹊，后乃合蓬鹊为一而呼之，则又误矣。”提到蓬山时又说：

“其山形盘旋交杂，外圆中虚，山巅有窍，大如盘，每朝暾，出云气，为

城市楼阁，或与唐（今隆尧县西）山相连，四十余里如长虹然，日出乃解。”

由此可以看出，在明代时对蓬山的称呼就有点乱。而乔中和也并没有细加

分析，能够说道清楚。而在清代的《畿辅通志》中的记载比较客观：“思

亲山，本名孤山，在县西北十七里（《雍正志》）。其山孤峙，唐天宝六

年敕改为内丘山（《太平寰宇记》）。山巅有窍，大如盘，每朝暾，出云气，

为城市楼阁，或与唐山相连，四十余里如长虹然，日出乃解（《大清一统志》）。

又名忧心山，虢太子思亲处（县旧志）。”其中并没有像《内丘县志》所

说这出现海市蜃楼的就是蓬山。所以说，乔中和认定的蓬山只是思亲山，

鹊山之春。古志云：山顶有白石，形如鹊，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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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值得推敲的。“合蓬鹊为一而呼之，则又误矣。”也并不是太确切。

其实，说成是蓬鹊山倒有一定的道理。《水经注》中就有“中丘有蓬鹊之山”

的说法。因为蓬山为扁鹊食邑，鹊山则为扁鹊府邸，蓬鹊山的称呼合情入理，

也并没有否定蓬山不含鹊山这么一说。蓬山一名的来历说是“山形如蓬故

名蓬”也并不符合实际。怎样才算“山形如蓬”之势呢？窃以为应似伞状，

可实际山形突兀，何来蓬状呢？细加分析便可想象到，蓬山一名应当取自

海市蜃楼仙境奇观一说。蓬山一带的海市蜃楼仙境奇观，在历史上绝对不

至于就出现过一次，海市那是必须在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形成的，而蓬山恰

恰具备了这样的特殊条件，可能早在上古就有出海市蜃楼的情况。《山海

经》中有“逢（蓬）莱山在海中”，蓬莱山自古成为仙山，主要因为出现

海市蜃楼奇观。蓬莱山在大海中，而陆地上的蓬山也出现海市蜃楼奇观，

必然认为有仙山之气，为了别于蓬莱山，而取蓬山一名，入情入理。早晨，

山中出云气，形成城市楼阁，有时与唐山（今隆尧县境内干言山）相连，

如长虹延伸四十余里。此奇观一定好多人见识过。干言山也是太行山余脉，

是蓬山山峦向东绵延而突起的山峰。形成海市蜃楼恐怕与两山弓脊，南有

渚水，北有泜水不无关系。海市出现在大面积范围内，所以不能将单个的

山峦叫成蓬山。由此可见，不论《山海经》《汉书》，还是《十三州志》，

所说的蓬山是指内丘城西及北、鹊山以东的浅山区一带，这里统称为蓬山。

蓬山一名如此响亮，自然有着建置的称谓，那就是蓬山郡。蓬山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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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末的《内丘县志》上提到 :“《山海经》西北有蓬山，内丘县创其间，

故名其邑为蓬山郡 。”“蓬山郡”在《山海经》中查不到。但蓬山郡的存

在应在秦汉之前。这是由于，历史上有记载的蓬山郡有：唐肃宗至德二年

（757 年）特诏改称咸安郡为蓬山郡（在四川省），次年又将蓬山郡恢复

旧名为蓬州。中丘的蓬山郡没有记载，只能说明其古远，要知道秦以前郡

比县小。《说文》解释：“郡，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

故春秋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也。”蓬山郡应当是因为扁鹊的

食邑而称为郡的。蓬山郡尽管很有名气，但可能为中丘之属。中丘一名因

蓬山而起，而成为县邑，是很早的时候，恐周朝已有，只是缺乏史载而已。

内丘县名的沿革极具历史趣味，内丘最早叫中丘，隋代改为“内丘”，清

代雍正以后又叫内邱，从“中丘”到“内丘”，再到“内邱”，曾几易其名，

尤以“丘”“邱” 字长时间混相使用。中丘一名最早来自《山海经》：“西

有蓬山，丘在其间，故名中丘。”中丘城原在今内丘镇西丘村附近。

隋开皇元年（581 年），隋文帝杨坚之父叫杨忠，因“中”与“忠”谐音，

为避其名讳，其取“中”“内”同义而使用，所以将“中丘”改为“内丘”。

清雍正四年（1726 年），因尊孔，又避孔子“丘”之名讳，将内丘的“丘”

改为“邱”，称内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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