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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古国中山，位于今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大致包括今石家庄、保定大

部、衡水中西部、邢台北部），因城中有山而得名，是春秋战国时期少数民族

白狄族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其鼎盛时代敢与战国七雄并驱，曾与燕、赵、韩、

魏一起称王，史称“五国相王”。

　　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中山国作为一个“方五百里”的千乘之国，国家

几度兴衰，夹缝中求生存，依然立国达二百一十年之久。战国中山国得名缘于

山，它的都城曾历经三次迁徙。晋人张曜《中山记》记载：“城中有山，故曰

中山也。”他记载的这个战国中山城位于今天河北省唐县的北城子村。这里曾

出土大批战国中山国青铜器、残碑等文物，保存有夯土清晰的中山国城墙，这

就是中山国的第一个都城。战国中山国的第二个都城叫“顾”，位于今天的定

州市。定州一带曾发现几处战国时期古城，出土文物颇多，《史记》等典籍有

明确记载：“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第三个都城在今石家庄市平山县

三汲乡、灵寿县古城村以西地带，至今保存有相对完整的战国古城遗址。经考

古发掘，证实为战国中山国王墓。

　　战国中山国消亡以后，从“汉朝中山国”直到明朝初期，“中山”行政区

划存世达两千余年。这个神秘的战国中山国有着灿烂的文化遗存，被郭沫若先

生称为“艺术王国”，曾吸引了诸多文化学者苦苦寻觅。

　　战国中山国是我国历史上战国时期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之外

的“战国第八雄”，长期存于燕南赵北，纵横捭阖于大国之间，在我国历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史册上有关中山国的记载很多，首次出现在公元前506年，直

至公元前295年赵灭中山，从春秋到战国都依稀可见。有人统计，中国的重要

典籍里，如《史记》《战国策》《左传》《竹书纪年》《刘向说苑》等著述中

约有一万三千字是记述中山国的文字。遗憾的是，这些记述非常凌乱，它的国

王世系、它的都城陵墓等，都没有准确的、正面的描述。所以，中山国长期以

来被人们称为“神秘的王国”。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战国中山的几座王陵被发

掘，战国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位于今平山县三汲乡、灵寿故城村一带，

面积有二十多平方公里）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特别是其巨大的“山字形”礼

器，成为中山国的典型文化符号。出土的“双翼神兽”“刻铭大鼎、铜方壶、

铜圆壶”（称中山三器）“错金银铜版兆域图”“中山古酒”（距今两千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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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依然酒香飘溢，为世界最古老的实物酒）等文物，使中山国神秘的面纱

开始被揭开。由于王墓出土的大量文字，战国中山国世系也逐渐明了，大概经

历了这样的几代君王：文公—武公—桓公—成公—王厝—王 —王尚。

　　考古发掘引起了人们对古中山国浓厚的兴趣。古中山国在游牧民族与中原

各民族的交融、碰撞中，创造并发展了辉煌灿烂的“中山文明”，并成为中华

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丰厚的历史遗存和文化气息至今依然

深深地影响着河北大地。中山文化热随之掀起，关于中山文物的论文大量发

表。灿烂的中山文化开始展示在人们面前。

　　我出生在故乡灵寿县，距离今天的古灵寿城遗址不远，可谓踩着战国中山

的砖瓦碎片长大，但是儿时对于古中山国一无所知。

　　我曾亲见故乡灵寿的农民盖房、挖猪圈挖出大堆的坛坛罐罐，看不能盛粮

装面，亦不合适做鸡盆猪槽，于是敲碎，弃之。什么春秋什么战国，什么陶

豆、陶鼎、陶甑，他们根本没有概念。记得我在村庄中生活时，不知何时何地

捡到一个“物件儿”，乳白色，半透明，环状，内外壁有棱，像手镯太小，像

耳环太大。那时，我是个十来岁的女孩子，已经知道搜集奶奶们的首饰零碎，

但对这个物件儿捉摸不透。幸好我似乎收到祖先发出的微弱“密电码”，莫名

地一直保存着。

　　在1999年，我来到石家庄市文联工作，开始阅读厚重的《资治通鉴》，

发现这本大书中竟然记载了中山国的都城灵寿！这勾起了我浓厚的地域文化兴

趣，开始持续关注。一天，我在河北省图书馆借阅到《 墓——战国中山国

国王之墓》，如获至宝地开始阅读。翻开书中的关于玉器的文物图集，我非

常吃惊，赶紧找出我儿时捡拾到的那个物件儿比对，原来是一只“战国玛瑙

环”！形制、颜色相同，如云似棉的纹理相同。拿尺子量了量厚度，竟然和中

山王墓出土的一种分毫不差！

　　一物在手，瞬间就能感受祖先的余温——那时你的心会和祖先一起搏动，

把时光缩短几千年。我的身体里充满了奇异的感觉，这辉煌为我灌注了自豪和

自信，升腾起无尽的力量！我站在古中山的厚达几十米的夯土城墙上，临风怀

古，思绪嵯峨，我在键盘上开始了寻找古中山的文字之旅。

　　我几欲蜕变成诡谲的“盗墓者”，到处嗅闻祖先的气息，城市、村庄、山

川河流、书本典籍，以至于我们的躯体我们的言语思维。和盗墓者所不同的

是，我怀着温柔和坦荡，揣着绵厚情感四下掘挖祖先的埋藏，所以我没有惊

悸，只是为发现惊诧着，兴奋着，快乐着……

　　经过多年的积累，2009年我写出了30万字的长篇历史文化散文《故国中

山》，梳理了古中山国的历史渊源、出土文物以及人物、风物，把对故国、故

乡的情感容纳其中。有媒体这样评论：“《故国中山》为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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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历史文化的散文集。全书抒写了以战国中山国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渊源、辉

煌文物古迹以及历史人物、风物等多个方面。选材新颖独到，文字清丽而不失

凝重。笔者以作家视角去切入，用翔实的资料去构建，用渴望的心灵去穿越历

史，用饱满的情感去找寻中山文明的投影和积淀，展示了河北古中山新奇厚丰

的绚烂历史文化，填补了这一区域历史文化创作的空白。”

　　2010年春，由河北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河北省新闻出

版局、河北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办，花山文艺出版社承办的《故国中山》作品

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宣部文艺局、中国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几十位专

家学者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全国六十多家媒体给予报

道，认为读书以文学形式展现了古中山国璀璨文明，对中山“尊儒尚贤”“仁

厚崇山”“悲歌慷慨”等人文精神特质进行挖掘，受到读者喜爱和关注。

　　在《故国中山》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收集了大批古中山的历史资料，

以及研究中山专家的论文、爱好中山的文化人的诗文、书法等作品，起意编辑

本书。

　　《风从中山来》一书分六辑收录了中山国的大事纪要、历史文献记载、论

文选摘、相关中山的诗词歌赋、书法、摄影作品等，力求向读者全面展示古中

山文化基本面貌，为热爱中山文化的人以及研究学者们提供更大的方便，也使

得中山文化加强交流，扩大影响。

　　甄金钟先生和我同在中山腹地长大，同样热爱中山文化。多年前，他找中

宣部的有关领导，策划中山文化发展的“十个一”工程，比如一本书、一个

会、一瓶酒、一座城等，并在不懈推动和努力。此次出版，他多方收集资料，

并使得该书列入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年度选题。

　　此书在编选中，参考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撰的《 墓——战国中山国

国王之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撰的《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至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杨梅山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鲜虞和中山国资料汇编》、

韩振京主编的《中山文化纵览》等书，在编纂过程当中，得到了河北省中山文

化研究会会长张志平先生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部门、河北

教育出版社等单位以及诸多热心朋友的帮助和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书中摘选、引用大量历史文献资料，选编专家学者的文章，出版仓促，当

中难免错漏、纰缪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2013年初秋

程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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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编年
　　

前662年
　　己未　周惠王十五年

　　狄人攻邢。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狄人攻邢（今河北邢台），齐桓公出兵驱逐了狄人，并帮助邢人迁居

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建立了新国家。

　　（《中国古代史》）

　　

前660年
　　辛酉　周惠王十七年

　　卫懿公好鹤。冬，狄人攻卫，将战，国人受甲者拒绝作战，皆曰：

“使鹤。”卫师败绩，狄人灭卫，杀懿公。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狄人又灭卫，杀了卫懿公，齐桓公派兵援救，并将卫的剩余人口迁到

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另立卫君，使卫复国。

　　（《中国古代史》）

　　

前658年
　　癸亥　周惠王十九年

　　（齐桓公）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告急于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

立卫君。

　　（《史记·齐太公世家》）

　　

前650年
　　辛未　周襄王二年

　　春，狄灭温。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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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648年
　　癸酉　周襄王四年

　　春，齐率诸侯为卫筑楚丘之郛，以御狄人。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周襄王四年　齐桓公三十八年

　　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于周。

　　（《史记·齐太公世家》）

前647年
　　甲戌　周襄王五年

　　春，狄侵卫。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646年
　　乙亥　周襄王六年

　　秋，狄侵郑。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642年
　　已卯　周襄王十年

　　冬，邢人、狄人攻卫。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640年
　　辛巳　周襄王十二年

　　秋，齐与狄盟于邢。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639年
　　壬午　周襄王十三年

　　春，狄攻卫。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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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637年
　　甲申　周襄王十五年

　　周襄王召狄（《史记》作翟）师攻郑，以狄女为后。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636年
　　乙酉　周襄王十六年

　　周襄王绌狄后，狄人侵周，立王子带为王，襄王出居郑，告难于诸侯

求救。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630年
　　辛卯　周襄王二十二年

　　夏，狄攻齐。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629年
　　壬辰　周襄王二十三年

　　十二月，狄围卫，卫迁于帝丘。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627年
　　甲午　周襄王二十五年　晋襄公元年

　　秋，晋败狄于箕。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甲午　周襄王二十五年　齐昭公六年

　　翟侵齐。

　（《史记·齐太公世家》）

　　

前623年
　　戊戌　周襄王二十九年

　　夏，狄攻齐。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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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617年
　　甲辰　周顷王二年

　　冬，狄攻宋。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616年
　　乙巳　周顷王三年

　　秋，狄攻宋，宋败长狄于长丘。十月，鲁叔孙得臣败狄于咸（鲁

地），获长狄侨如。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607年
　　甲寅　周匡王六年　齐惠公二年

　　长翟来，王子城父攻杀之，埋之于北门。

　　（《史记·齐太公世家》）

　　

前606年
　　乙卯　周定王元年

　　秋，赤狄攻齐。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601年
　　庚申　周定王六年

　　春，晋与白狄攻秦。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594年
　　丁卯　周定王十三年

　　六月，晋灭赤狄潞氏，俘潞子婴儿（婴儿，潞子名）。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593年
　　戊辰　周定王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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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晋灭赤狄甲氏及留吁。三月，晋向鲁献狄俘。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582年
　　己卯　周简王四年

　　冬，秦人、白狄攻晋。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555年
　　丙午　周灵王十七年

　　春，白狄始通于鲁。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545年
　　丙辰　周灵王二十七年

　　夏，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晋。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541年
　　庚申　周景王四年

　　六月，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杜注：大卤，太原）。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530年
　　辛未　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晋昭公二年，

　　晋荀吴伪会齐师，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今藁城

西南）。后伐鲜虞。

　　（清《正定府志》）

　　

前529年
　　壬申　周景王十六年　鲁昭公十三年　晋昭公三年

　　晋荀吴乘鲜虞不备，突帅兵入侵，大获而归。

　　（清《正定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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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27年
　　甲戌　周景王十八年　鲁昭公十五年

　　秋，晋荀吴攻鲜虞，取鼓。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前521年
　　庚辰　周景王二十四年　鲁昭公二十一年　晋顷公五年

　　晋伐鲜虞。

　　（清《正定府志》）

　　

前507年
　　甲午　周敬王十三年

　　九月，鲜虞败晋师于平中。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鲜虞战败晋军，俘晋将观虎。翌年，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 

　　（清《正定府志》）

　　

前506年
　　乙未　周敬王十四年

　　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

　　（《春秋·定公四年》）

　　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

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于袭敌，不亦难乎？水潦

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中山即鲜虞，战国时即中山国），弃盟取

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

　　（《左传》）

　　

前505年
　　丙申　周敬王十五年

　　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春秋·定公四年》）

　　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败也。

　　（《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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