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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徐春瑞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对一个地区发展进程的影响，比经济

和政治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如果说，经济发展改变的是一个地区的面

貌，那么文化繁荣则可以化育这个地区人文的风骨。迁安文明历史久远，

25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可为明证，被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

生誉为“黄帝胜迹”。迁安属孤竹旧地，令支古国，即使从金大定七年

（1167年）迁安定名算起，也有近850年的历史。由于隶属金元统治，正

史记载较少，《迁安县志》自明代始有编纂，然山河秉笔而记录，我们创

造的灿烂辉煌的文明，终究不能被掩盖和抹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

我们赖以生存和繁衍发展的精神沃土；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取之

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迁安儿女，我们为祖先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明

而自豪。而这些辉煌灿烂的文明，也正在激励我们不断前行，创造出更加

辉煌灿烂的文明。

源于此，总结和记录我们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编纂一套关于迁安历

史文化方面的书，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

在此之前，迁安关于这些方面的书已有不少。比如，迁安县政协20

世纪80年代编纂的《迁安文史资料汇编》，李宝德先生主编的《古今迁

安》，任重远先生著作的《黄帝故都在迁安》，赵田先生主编的《古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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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系列丛书，迁安市政协主编的《迁安民俗文化》，尹小燕女士主编的

《古韵迁安》，殷玉清先生等主编的《美丽的传说》等等，这些都是迁安

诚可宝贵的文史民俗资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物和事件正在

成为新的历史，有些新的风景和景观正在进入人们的视野，还有些人和事

物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些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整理、

归纳、完善和补充。显然，要做好这样一项工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情，而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比如内容，选什么，不选什么，选多少，都需

要仔细斟酌；比如挑选的标准，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把真正好的

选出来，让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等等。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较长时间的酝酿，根据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和我们

力所能及搜集到的材料，我们确定了黄帝文化、文史知识、风景名胜、故

事传说、乡风乡韵、画说旧俗几个类别。限于篇幅，我们根据所选取人或

事物的重要程度和知名度，取舍以“百”为限，选取其中的100个左右，

作为重点描述和介绍的对象。再多的，就只好忍痛割爱了。这样做，难免

有疏漏之嫌，且鉴于水平所限和个人偏好，很可能不够准确与科学。但我

们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做了，问心无愧，广大读者一定会给我们以公正的

评价。抛砖引玉，是我们的愿望。

本书编纂过程中，借鉴和采用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特别是前面提到的

那些书籍，为了便于阅读，方便读者，对有些篇目的出处未做详细说明，

敬请作者谅解，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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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收力牧

相传轩辕黄帝部下有一员大将，人们都称他力牧。其实，他并不姓

力，而姓牧，叫耜。牧耜出生在今建昌营西部一个名叫三岭的小屯。他成

为轩辕黄帝的得力战将，其中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

相传黄帝与蚩尤交战，多次交锋，互有胜负，久战不决。后来，经仙

人托梦点化，黄帝发明创造了鼓。这面“天下第一鼓”用东海流波山上的

夔兽之皮为鼓面，用雷泽中的雷兽之骨做鼓槌，发出的声音比炸雷还响，

500里以外都能听见。因为是黄帝的发明创造，于是人们就把这面鼓定名

为轩辕鼓。

鼓制成了，把鼓放在什么地方呢？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建一个

空心亭，里面搭建一个鼓台，把鼓放在亭子里，这样不仅能避雨，还可使

鼓声传得更远。亭子和鼓台很快搭建完毕。但有一件事很难办，就是这面

鼓重2000多斤，要往山顶空心亭里的鼓台上安置，实在不容易。因为亭子

虽然高大，但抬起这面大鼓，就得十几个人，即使能抬上去，人多也进不

去，因此把大鼓放在鼓台上就成了难事。

怎么办呢？为此黄帝专程去向广成子请教，广成子向黄帝推荐了牧

耜，说牧耜生来力大，善骑射，不仅能造弓矢，还精通兵法。黄帝听了十

分高兴，心想，若能得此人，何愁不败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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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黄帝不顾旅途疲劳，亲自驱车前往三岭，找到了牧耜，说明来

意。牧耜也早闻黄帝德高望重，重农桑，志在统一九州，当即表示愿为黄

帝效力。于是黄帝就在三岭收下了牧耜，同车返回建昌营。

为了安放好这面大鼓，黄帝在擂鼓台专门举行了放鼓仪式。牧耜一人

就把大鼓举进了空心亭。牧耜单人力举千斤鼓的消息，很快就在整个部落

传开了，人人都知道牧耜是个大力士，于是都管他叫力牧，反而不呼其本

名了。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放鼓的空心亭子，称之为轩辕亭，鼓台也称为

轩辕擂鼓台。再后来，轩辕擂鼓台就成了此处村庄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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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鸟 生 商

远古的一个初夏，天空是那样蓝，阳光是那样明媚。

这一天，有娀氏部落的女子简狄，与同族的两个姐妹一起去郊外游

玩。走在绿意满眼景色迷人的玄水（今迁安东部的青龙河）河畔，望着波

光粼粼的清澈水面，简狄提议三姐妹下河去玩耍一番。她的提议立刻得到

两姐妹的热烈响应。于是，三姐妹欢快地踏进河中，尽情玩耍起来。

三姐妹正玩儿在兴头上，有一只玄鸟（黑色的燕子）鸣叫着从远处

飞来，玄鸟飞过之时，忽然落下一只鸟蛋，蛋壳上带有五彩花纹，好看极

了。三姐妹争抢着跑过去，要看个究竟。简狄第一个跑过去，抢到鸟蛋之

后，她生怕姐妹们再把鸟蛋从她手中夺去，便把蛋含在了嘴里。正巧一个

姐妹从对面跑过来，要抢那枚鸟蛋，简狄下意识往旁边一躲，结果一不留

神，把鸟蛋吞进肚里去了。

简狄吓坏了，不知吞下这鸟蛋是福是祸，心情非常郁闷，一个人坐在

河边独自出神。要抢鸟蛋的姐妹知道自己闯了祸，也吓得躲到一边不再出

声。另一个姐妹见状，走过来安慰道：“没事的，五彩的鸟蛋，我们从来

没有见过，说不定是个好兆头。”听她这么说，大家才开心起来。

此后不久，简狄感觉身体有了异样，肚子里时常好像有一个东西在

动，腰身渐渐发胖，还爱吃酸的东西，青青的桑葚和酸杏，怎么吃都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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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足足等了三年，简狄终于生下一个可爱

的男孩儿。这个男孩儿生下来臂上就有块胎记，很像“契”字，于是就给

他取名叫“契”。这个“契”，就是甲骨文中的“子”字，很像一只手托

着一个圆形的卵。

契长大以后，成了商族人的首领。曾辅佐大禹治水，立下功劳。舜帝

念其有功，任命他为司徒，封于商地。因当时鸟蛋亦称“子”，契又是鸟

蛋所生，于是舜帝赐契为子姓。在他之后的分封，均以国为姓，有殷氏、

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目夷氏就是后来的孤竹国

国君墨胎氏。因为契为鸟蛋所生，后来子姓一族便以玄鸟（燕子）作为自

己部落的图腾。

至今，冀东一带还有古俗，谁家生了孩子，便向亲友邻居分发鸡蛋，

寓意吃了“玄鸟蛋”，生的儿女就会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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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水河畔造木舟

在迁安民间，一直流传着黄帝沮水河畔造木舟的故事。

话说当年轩辕黄帝在部落里，忽然想去自己的出生地沮水河畔的寿丘

山看看。于是率领大臣出了部落，来到沮水河畔。正要蹚水渡河，突然河

水暴涨，黄帝及众大臣急忙回到岸上。可是两名巧匠共鼓和狄货却由于在

前蹚路而被水冲走了。黄帝和众大臣沿岸向下游寻找，只见河水滔滔，却

不见两人踪影。黄帝十分悲痛，便率众人回到都城。

过了几天，共鼓与狄货又回来了。黄帝见两人安然无恙，十分高兴，

便仔细询问两人遇难不死的经过。两人告诉黄帝是上游冲下的一根木头救

了他们。他们正在水中挣扎时，突然见身边漂来一根木头，便紧紧抱住木

头，随巨浪向下漂去，木头被卡住时，两人爬上了岸。

黄帝从两人述说的得救过程，进而想到，若能用树木造个能在水上

载人的东西，那过河就不用发愁了。于是他让共鼓和狄货在凤凰山上找

到一棵空心大树，伐倒后把一侧挖开，两头堵死，变成了今天的木船模

样。将其放到水里一试，人在里面坐着果然不下沉。拿个木棍控制着，

顺流而下，行走相当便捷。于是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作舟，后来又经过

逐步改进，舟就成了人们水上的重要交通工具。而这造船的地方，就在

沮水河畔的建昌营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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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帝 降 牛

迁安市扣庄乡有两个村子，一个叫西牛山村，一个叫东牛山村。两村

之间横着一座山，山不大，但很陡，远远看去，就像一头大牛趴在地上，

头朝南，尾朝北，很是威风。说起来，这里还有一个黄帝降牛的故事呢。

5000年前，黄帝征服炎帝、平定蚩尤之后，大小部落纷纷归顺，天

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就在这时候，都城附近出现了一头凶牛，伏在路

旁，看到行人就攻击，伤害了不少老百姓。黄帝听说后，立刻派力黑、高

阳两员大将去除凶牛。

力黑、高阳跟随黄帝多年，英勇善战、足智多谋。这一次奉命去除凶

牛，两人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出了都城向东，远远地就看到路旁站着那头

凶牛。饶是见多识广，力黑、高阳还是一惊，只见那头牛，身形巨大，身

长足足一丈有余，眼似铜铃，透出一股凶光，扎撒着两个大耳朵，活似凶

神恶煞。看有路人过来，那凶牛一声嘶吼，恰似打雷，摇头摆尾就冲向走

在路上的老头，头一摆，牛角就豁开了老人的肚子，眨眼工夫，老人就倒

在血泊当中。力黑、高阳打了个冷战，想要上前搭救，已是来不及。

力黑、高阳一看巨牛凶猛，就合计智取。于是取来锹镐，估摸着凶

牛的身量，挖了一个又深又大的陷阱，上面用柴草薄薄盖了一层。陷阱挖

好，这两人一前一后前去诱敌。力黑在前，高举开山斧，一声不响，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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