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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们珍藏的那些文化记忆
王荣丽

邢台，值得我们永恒记忆并引以为傲的一方热土。

这里是先商之源、殷商之都、邢侯之国，具有三千五百年的建城

史。从商周至今，孕育出无数个杰出的人物，演绎过无数个历史大剧，

书写着一章章辉煌与璀璨的文明篇章。黄巾大起义、开元佛教、李唐

帝陵、邢州学派、邢窑白瓷、梅花拳、义和团⋯⋯邢台的历史文化总

量不仅是博大浩瀚，而且对中华主流文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

渗透力。她从亘古的过往走来，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行，她的那一个个

方队，经受了中华文明的检阅和洗礼。

邢襄文化具有两大特色，一是华夏始创文化之一，二是根源于中

华文化正统。中华历史和文化的一切大事，差不多都可以在邢襄大地

上找到影子。除了黄帝氏族居于邢台轩辕岗教民“凿井筑邑”、蚩尤

和黄帝九战于大陆泽，尧台禅让于舜，大禹治水等美好传说外，“祖

乙迁邢”应该是邢襄文化体系的起点，此后一脉相承，邢襄文化就这

么源远流长着。多少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从《邢台记忆》

这部书里都可以找到。

《邢台记忆》的出版，是邢台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对邢襄

文化的献礼。这部书将邢台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和节点发生的大事、涌

现的人物以及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一览无余地做了如实记录，在

（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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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展现了邢襄文化的魅力。

　　在这里，我们向《邢台记忆》的作者和编者们致敬。撰写这部书

的作者们包括了各个领域、各个岗位上的人们，其中有干部、工人、

记者、教师、学者、作家等等。熟悉自己的文化，是对自己文化的热

爱，热爱自己的文化，才可能明晰这种文化的走向并将其发扬光大。

一个有深厚文化的民族，才是有力量有潜力的民族；一个有自己特色

文化的地方，必将是充满着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热土。

　　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过几十年之后，邢台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经

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丰腴，以及在此基础上正在萌生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正能量，向我们昭示了邢台大地一幅幅美好的前景。

这一切，都是我们站在历史文化巨人的肩膀上而拥有的信心和力量。

　　重温历史，传承文化。《邢台记忆》记忆了我们的历史，这是极

为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书还警醒我们：温故知新、古为今

用，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还应该做些什么？怎么样传承和创新，怎

么样创造和发展，以不愧对我们的祖先和文化。我们相信，循着邢台

的历史和文化轨道前行，就一定能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的目的

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 作者系中共邢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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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穿越时空走来
张　莉

曾经有记者访问著名动画片《雪人》的作者、英国绘本作家雷蒙

德·布里格斯，提到一个问题：“《雪人》是在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

息？”布里格斯回答：“没想过要传达什么信息，如果非要一个答案

的话，雪人代表走过我们生命的一些不同寻常的人，我们意外相逢，

立即就很喜欢他们，无奈他们总有离我们而去的一天，去到另一个地

方、另一个世界，就像‘雪人’总会融化的。”

人间芳菲四月天，有这么一群人穿越时空而来，我们不期然相遇。

他们仿佛注定是为回忆而生，他们拥有最温暖和最美丽的回忆，当我

们开始想念时，他们就会一一复活。世界虽然不停地在发生变化，但

生命和心灵所必需的一些东西还是要从记忆中获取。

顶级文臣写春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读书人“穷

则独善其身”修身齐家，同时两耳常闻窗外事，关注民生，心系天下，

默默地修炼积蓄能量，一旦机会到来，就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所谓“达则兼济天下”。张宾、魏征、宋璟、刘秉忠、张文谦、魏裔

介、王本固⋯⋯莫不如此。这一个个闪耀在历史星空中的名字，他们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曾经左右过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走向，他们是中

国人的骄傲，更是邢台人的骄傲。

公元 311 年 4 月，石勒挥戈南下，势如破竹，一路打到了宁平（今

河南郫县东北三十五里），消灭西晋十余万主力军。看着晋军拖戟四

人物篇⋯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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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溃不成军，石勒大为得意不禁萌发了雄踞江汉之志，身为参军都

尉的张宾用一串的“不可”也没能劝得石勒北上还军。失败不可避免

地发生后，石勒才想起把张宾唤到跟前讨计谋，遂摆脱困境。翌年，

尊张宾为“右侯”，采纳其建议以邯郸、襄国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图

谋霸业，7 年后，石勒称王建立后赵。

历史的长河不舍昼夜，很快来到了公元 639 年，已经是唐太宗在

位时期了。这年 4 月，已经连续半年没有下雨了，又发生了石头“自

燃”的异事，魏征借机给太宗上了一个奏章，指出他十个不能善始善

终的缺点，劝他保持警惕，继续保持贞观初年节俭、谨慎的作风。唐

太宗将奏章贴在屏风之上，日夜警醒。魏征逝后，唐太宗悲叹自己“三

镜”少了一镜。

魏征对贞观之治实现的重要不言而喻，近百年后，又一位邢台人

宋璟在大唐的舞台上辅佐帝王开创了开元盛世。公元 719 年 4 月，唐

玄宗朝令夕改欲超规格礼葬王皇后之父，宋璟上奏极谏：“节俭薄葬

是一种美德，而越礼厚葬则为历代贤明君主所禁戒，故古墓皆不筑高

坟⋯⋯开此先例，恐会促成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唐玄宗重赏以示

褒奖。

公元 1248 年春天，蒙古人的权力中心发生了重大变故，刘秉忠

不失时机地给忽必烈写了一份“万言书”，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施政纲

领。他鼓励忽必烈利用有利时机一展宏图，提出“以马上取天下，不

可以马上治”的基本原则，还在选官、劝农、兴学、尊孔、祭祀、定

历、修史、养儒、用人、理财等方面提出许多好的主张和建议。“万

言书”是忽必烈进行的一次比较系统的汉法启蒙教育，也奠定了刘秉

忠元朝开国元勋和大政治家的地位。

“乌头宰相归林下有十六年常思乾乾翼翼；白发书生庆青春

七十一载宁忘战战兢兢。”这是魏裔介 1686 年春节自撰的一幅长联，

他十分愉悦地贴在了庭前楹柱之上，不料却是他为自己进行生命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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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写下的最后谶语。这一年的 4 月，正是草长莺飞的清明时节，他因

病逝于家中，享年 71 岁。魏裔介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对清初社会

的稳定与发展，由大乱走向大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人骚客书华章

最美人间四月天，树木葳蕤，花草勃发，到处生机盎然。面对如

画美景，诗人们自是不能关在书斋里沉浸在古人咏春的诗词歌赋中。

他们定要走出去亲眼看看花红柳绿溪水初涨的美景，亲耳听一听莺莺

燕燕的呢喃，再踩一踩饱含汁液的青草，嗅一嗅空气中无处不在的春

的气息，然后挥毫泼墨留下让我们艳羡不已的绝采佳句。

“天晴花气漫，地暖鸟声和。”吟着明媚可人的《龙泉寺》，迎

面走来的是中晚唐时期的清河诗人张祜。他喜游山水，“南穷海角北

天涯”，终生都在与大自然对话，用自然风光陶冶自己的性情。张祜

喜交朋友，所交“贤俊之士”既是他的诗友又是知音，集当朝宰相和

一代文宗于一身的令狐楚当属第一位，另一位是“忘年交”杜牧，其

他如韩愈、白居易、许浑、沈亚之、曾黯等一批人应该也是张祜所交

“贤俊之士”。

张祜由浪子而狂士，而幕僚，而游客，而隐者，以多种角色出现

在特定时期的历史大舞台上，平凡而又独特，畅意而又痛苦，享受盛

誉而又横遭诋毁，声名大噪而又终生埋没，特殊的人生经历，成就了

特殊的艺术风格。不管怎样，正如杜牧所说“谁人得似张公子”“七

子论诗谁似公”，张祜在拥有 2200 余名（据《全唐诗》计）诗人的

唐代诗坛自成一家。

明朝的初春时节一样的姹紫嫣红，宋登春骑一头瘦驴自家乡新河

出发，游历于北京的名胜风景之中，遇有灵感，随口赋诗，与志同道

合者结社唱和，声名非常显赫，武汉黄鹤楼下鹅池碑廊现仍存有宋登

人物篇⋯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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