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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侨乡

朱伯儒老师送来《黄1'1') 幸F城史话》 一书的清样，要求我写篇序言，

我一直很犹豫:写与不写?

应该写。 因为朱伯儒先生算是我"娟亲"老师，教过我中学 《法律

常识》 课师命"不得不从。 何况，这些年未老师无论在什么岗位都

一直关心我和我的企业的成长。 所以这篇序不得不写。

不敢写。 对于押城、祁国、朱姓实在是了解得太少。 虽然在黄州生

活过两年，但依然只能算一个匆匆过客，实在没有资格在这本书前‘哆

嗦" 。 何况还是老师亲自参与编写的书口 黄州是个人文积淀很深厚的

地方，随意置味只会自讨没趣。

虽然写与不写是个问题，虽然肯定会"自讨没趣但我还是决定

写下这篇文字，充做"序" 。 原因有二:一是"师命不能违" 。 虽已拖延

多日，朱老师仍再三敦促，再不写就有些不识抬举了。 二是，祁城、 禹

王域，这些地名总能触动我内心的一点柔弱，触摸这些名字时，总能

生出一些怀念、一些温暖。

前面说过，我在黄州生活过两年，时间大约在1992 年5 月到 1994

年5 月 C 当看到祁城、禹王城、赤壁、黄州这些地名时，总能看到一个20

岁的我在黄州街头游走，看到那时的我在赤壁山下一间小房子写诗、

编刊物，为了一点点当时有些遥不可及的梦想，努力着、 奋斗着!看到

父亲总是放心不下我，一两周要从镇上跑到黄州看看我、陪陪我，父

子两人分享一笼包子、一罐汤，在一张小床上抵足而眠，看到当年的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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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淮先生、刘醒龙元以及叶爱霞、姚海燕、李雯三位大姐对我的支持与

爱护。

时间太厉害，转眼20 年了。 如果不是这本关于黄州的书，恐怕这些

4己忆会更加稀疏与久远。 好在这个世界上总有这么一些人，执着于文

史，执着于追寻这片土地的过往，让我们还来得及停一停，丈量脚下的

土地，亲近脚下的土地。 《黄冈人文历史丛书》 的主编刘焰和 《黄州幸~

城史话》 三位作者史智鹏、未伯儒、董志伟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不是他们的探寻、整理，我们不可能如此全面

地了解到:就在这片土地上，除了赤壁、除了东坡之外，还有别一种风

流一一祁城六百年。

我们正是因为更了解这片土地，才会更热爱这片土地;正是因为深

深扎根这片土地，我们向前的每一步才会坚定、有力!而至于祁国、非~

城、朱姓的种种，这本书已经说得很多，无需我赞言了。 在此，谨对于

这本书的出版表示我的祝贺与感激!

如果这也算是"序"的话，那就算作是"序"吧!只愿朱老师谅我!

2014 年8 月 16 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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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绪论

科城遗址今称禹王城遗址，位于今黄冈市郊禹王街道办事处

境内 。 邪城在战国至汉晋时期名动天下，其历史波澜壮阔，辉煌

灿烂，在中国历史氏河中占有一席之地，足以令黄州|人骄傲与自

丢 。

黄州祁城文明白北方古和国的"邹鲁文化"和黄州本地的楚文化

交汇融合而形成。

黄州朱I~城遗址附近，有螺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是黄州|

邪城最早的文明源头，遗址历殷商，至西周，皆有先民居此，未曾废弃。

春秋之际，并入楚国版图，楚越文化此消彼长，到战国时期，和城城池

己有一定规模，是大别山脉南北最具规模的三大城邑之一 (另两座城

邑是位于大别山北麓今河南省潢川县境内的黄国国都和位于今武汉

市新洲区的西陵城) 。 楚国统治重心东渐后，楚国贵族多居于此，出土

的禹王城墓葬芦冲一号墓和曹家岗五号墓的墓主人都是楚国下大夫

级贵族，即是明证。

都城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料国国君南迁定居带来先进

的北方"邹鲁文化"。料之名，源于绑国。古邪国是西周初年，由曹侠

封于制地所建，是西周著名古方国之一，也是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传国

二十九世。战国后期的楚考烈王八年(前 255 年) ，楚相春申君黄歇挥

师北伐，灭亡和国(遗址在今山东省邹县境内) ，为了将虽然亡国但影

响犹在的邪国国君置于楚国直接控制之下，黄歇将邪国国君及部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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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迁于今黄冈市区北郊禹王街道办事处境内，封为铝鹿侯。 和国君民

到此后，在原有城池基础上，筑城建屋，扩大规模，史籍因而将此城

命名为邪城。 由于何国是春秋战国时的诸候国，以崇尚礼仪、文化淋|

厚而博得天下尊重，有"邹鲁之邦"的盛脊，虽然亡国，但其国君仍为

天下关注，而他所居的邪城又规模较大，所以在战国后期，邪城声名

显赫，是当时长江中游著名的大城邑。

秦朝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 1-六郡，后增至内 1-八个郡，

衡山郡是其中之一，衡山郡境约今湖北省黄冈市、河南省信阳市、

安徽省六安市三市范围，以何城为郡城，邪城遂成为长江叶 l游地

方政治中心之一，秦始皇东巡，曾过衡山，并载入司马迁的 《史记》

之中 。 秦朝灭亡后，项羽分封吴芮为衡山 T，以和城为衡山玉都 。

西汉前期，朝廷分封同姓王，邻城是衡山王刘勃、刘赐的王都。

秦汉之际的邪城在天下赫赫有名，在江淮举足轻重。 汉武帝时，

衡山王刘赐谋反被杀，衡山国废，和城民众被杀戮甚惨，朝廷将

其地先改为衡山郡，再改设为邪县，使邪城政治地位一落下丈 。

此后的邪城一直是和县县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朝政更迭、社

会动荡期间，邪县随江夏郡上下沉浮，东汉建武十一年 (35 年) , 

归属东汉 。 永和三年 038 年) ，五水蛮民攻打和城，并"杀料

长"这一严重事件轰动全国 。

邪县在两汉时只能算江淮间偏僻小县，何城作为邪丛址城，

平静地经历着西汉至东汉近三百年岁月，不能称之为繁华都市 。

直到汉末三国时期，寂寞许久的相城才又活跃于政治舞台 。 其标

志是甘宁为梆长时，挟朱ß城投奔东吴，成为孙权的大将。 由于相

城地处吴、魏两国交界地，纷争不绝，干戈不断，它作为东吴在

江北的战略支撑点，其得失关系到国势强弱，成为天下瞩目的具

有战略性地位的城池。 吴赤乌四年 (241 年)八月，东吴星相、

驻镇武昌总管荆州|防务的陆逊鉴于绑城在吴魏间军事地位的重要

性，遣重兵 3 万屯守和城，并修缮加固城池，朱ß城是拱卫东吴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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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重镇。

西晋太康元年 (280 年) ，晋建威将军王戎率军顺江东下，

攻伐吴国，所向披靡。吴牙将以邪县降，邪城遂归西晋。

东晋初年，揭人石勒统帅的后赵军队驰骋中原，以至东晋地

方政权在大别山以北无法立足。咸和八年 (333 年) ，石勒去世，

东晋宰相庚亮谋划恢复中原，咸康五年 (339 年)三月，完成北

伐战略部署，和城就是东晋北伐中原的军事大本营，并调派豫州

刺史、征虏将军毛宝与西阳郡太守樊峻统兵万余驻防和城，准备

正式北伐。但就在此年八月，后赵石虎调动大军进攻荆州|北部，

其中，大将要安、张格率领 2 万余虎狼之兵奇袭料城，与晋军展

开决战，守军初战不利，毛宝向庚亮求援，庚亮认为邪城牢固，

没有及时派兵支援。战争持续到九月，因赵强晋弱，后援不继，

晋军死战失利，朱1)城沦陷。毛宝率 6000 残兵拼死突围，战至赤

壁江边，又陷入后赵军队重重包围之中，晋军在前被大江阻隔，

后有追兵围墙的情况下， 6000 人全部投江，湖毙殆尽。

和城沦陷，标志着东晋北伐的失败。同时，后赵军队为报复

晋军在邪城的浴血抵抗，摧毁晋军军事大本营，遂将邪城夷为平

地，邪城被毁为废墟。

邪城自战国后期至东晋 600 年间，相继担负过城邑、郡城、

王都、县城等历史角色，经历过先秦至汉晋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留下了许多历史名人的身影与功业，并形成地方政治中心与重要

军事重镇的鲜明特色。

那城在中国历史上真有一定的政治与军事地位

，在战国秦汉时期，它是江淮间地方政治中心之一，是秦朝设

立的四十八郡之一的衡山郡的郡城，其政治地位大约相当于当代

的省城地位。在楚汉之际和西汉初年，它长期是衡山王国的国都，

时刻受到朝廷关注。 在三国两晋时期，它是长江中游军事重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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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军事地位见称于世。三国吴魏纷争，孙吴政权制定"以江

北守江"的军事战略，和城是东吴在江北的军事屏障，守住并巩

固和城，成为孙吴政权军事上的重中之重，所以陆逊有以 3 万兵

力据守和城之举，当时东吴全国的兵力约 30 万，和城兵力投入

占了全国总兵力的十分之一。东晋庚亮谋计划北伐，以万人戌料，

以此作为北伐的大本营。

那城经历过先秦至汉晋历史上的几件重大事件

从战国后期开始，邪城发生的重大事件逐渐进入人们视野。

邪君迁居是料城历史上最早的有典籍记载的历史事件。秦朝灭亡

后，那城作为吴芮衡山王的王都，经历了楚汉相争之际的战争岁

月。西汉武帝时衡山王刘赐谋反被杀，震荡朝野，并因此产生在

汉代法律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左官律和附益之法，在制度层面进

一步打击和削弱了诸侯王国的势力 。 11宁挟和投吴，是汉末兰 |玉|

之际的重要事件，孙权势力终于在江北江夏郡打下一个根{，刘

表与孙权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偏移 。 东关亟相、驻镇武昌总TI

荆州、|防务的陆逊于赤乌四年 (241 年)八月遣重兵 3 万屯守邪城，

并修缮加固城池，确立了和城作为孙吴拱卫国都、争夺江夏的战

略性城池的地位。 而发生于东晋戚康五年 (339 年)的邪城之役，

不仅使相城毁于一旦，而且中止了庚亮的北伐军事行动 。

那城留下了一些中国历史名人的身影与功业

综观史书所载与黄州邪城相关的历史人物，不仅有千占一帝，

还有王侯将相，他们大致可分为政治和军事两大类人物。

政治类人物主要有相君、秦始皇、刘赐、庚亮等。和君是楚

师北伐的亡国之君，他南迁定居朱ß城，使这里从此有了正式名称 。

秦始皇作为干古一帝，他东巡衡山，是邪城历史上出现过的级别

和地位最高的人物。衡山王刘赐在邪城谋反，身亡国灭，司马迁

痛斥他"不终其身，为天下笑"并导致朱ß城地位一落千丈。庚

亮是东晋宰相，他的北伐之谋不失为进取之举，但他不懂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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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虑不慎，导致后赵入侵 ， 料城毁灭 ， 北伐中止 ， 留下千古遗憾。

军事类人物主要有吴芮、甘宁 、 陶侃、陆逊、毛宝等。衡山

王吴芮是秦末起义的十八反王之一 ， 其反抗秦朝暴政的丰功伟绩

得到举世公认 。 甘宁是三国英雄，他挟邪投吴 ， 不仅使东吴在江

北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要地， 而且成为他成就一生功名的转折点 。

陆逊不仅是东吴宰相 ， 更是东吴杰出的军事将领 "陆逊城邪"

提升了和城的军事地位 ， 使和城成为拱卫东吴的军事大本营 。 陶

侃作为两晋风云人物 ， 社穰重臣，他对当时邪城军事地位变迁及

防守分析确为精辟之论，具有非凡战略眼光。 毛宝无疑是邪城之

役的悲剧英雄 ， 他率领东晋守军与后赵军队血战到底 ， 邪城沦陷

后赴江殉国的行为令后人感慨不己。

臼楚灭邪，徙其君民于此 ， 这步建成江北大都邑，到为后赵

所灭，和城作为江淮名城， 军事重镇 ， 经历过辉煌岁月，经历过

平淡时光 ， 经历过朝政更替的战乱 ， 经历过金戈铁马的洗礼，见

证了成败得失 ， 兴衰荣辱。 邪城 600 余年有记载的历史留给后人

大量遗产 ， 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

那城历史得到了历史学家高度重视

司马迁的《史记》 、 班固的《汉书》 、 范畔的《后汉书》、

陈寿的《三国志》、房玄龄等撰的《晋书》等国之重典 ， 煌煌巨

著 ， 都对相城历史给予了重点关注 ， 这从《史记》和《汉书》中

对衡山王国的记载中可见一斑。 元典性的历史典籍对一座城池记

载得如此详细具体，这在古今中外少见。

知城遗址留下了相对完整的城池和众多的文物

目前 ， 我国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先秦时期城垣屈指可数 ，

相城遗址经历了 2000 年岁月沧桑 ， 其城垣还能相对完整地保存

至今，弥足珍贵。黄冈博物馆展出了大量邪城出土的青铜器、 陶

器等文物 ， 令人流连往返， 赞叹不已 ， 成为博物馆的亮点 ， 黄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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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骄傲，学者专家研究的热点。特别是青铜重器许公买铜盒、

龙座九连青铜灯等国家一级文物，不仅是镇馆之宝，价值连城，

显现着何城历史的辉煌，而且还是研究先秦两汉历史的重要实物。

那城遗址吸引众多文人墨客凭吊吟咏

南北朝至今千余年间，文人墨客登临料城遗址，凭吊往事，

吟诗作文，表达自己的思念和感慨。明初开国元勋刘基有《和城

怀古》一诗"孤城寥落偏高芜，万里萧条近楚符。 鸦带夕阳归

旧垒，雁将秋色下平湖 。 遗墟渺渺生禾泰，古木苍苍接里阁 。 故

事岂劳重借问，江汉流水自萦纤。 "再如清朝康熙年间黄冈进士

陈大章在凭吊邪城时感慨道"齐安古君1) 自萧齐，废苑人耕鸟乱

H帘。一线长江天设险，至今贻笑庚征西 。 "如此等等，不计其数 。

如城地域演绎出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0 多年的岁月沧桑，在这里演绎出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

"白龟渡江"传说不仅载入《晋史)) ，而且成为佛教"因果报应"

理论的重要证据。"女王城"作为当地的民间俗称，以入民心，

千载不变，以至苏东坡等文学大家都为之作记。 "望夫墩"实际

上是和城城垣的角楼，有晾望军情、烽火示警的功能，它的民间

故事和传说至今不衰，成为和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州那城遗址在当代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其一，政府对它给予了相应重视，湖北省政府将禹王城遗址

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多次考察禹王城，

并在文化演讲《千年黄州1 ))中专门介绍它的历史和现状: 其二 ，

禹王城考古工作成果不断涌现，黄冈市人大、政府己作出保护利

用禹王城遗址并建立考古遗址公园的决定 ; 其三，历史学者和爱

好者对朱ß城历史开展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对邪城形成的历史、

黄州和城与"新洲和城"考辨等课题，都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

其四，朱R城周边地区己成为经济、文化旅游开发的热土， 城际铁

路贯通和北部新城建设，使朱ß城地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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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曹姓之国，陆终氏之子会人之后 3 押固，今鲁国邹县是也

-一一 《 史记·陈把世家·索隐 》

"邪城"之名，源于和国 。 所以，须对四周至春秋战同时期

的诸侯国一一邪国进行介绍 。

古和国亦称"和委!玉1" ，战国时期通称"邹"或"驹"为

东夷部族。西周初年，曹侠(一说挟)封 F郁地为右，以来R为罔名，

称相国 。 邪国是子爵国，典籍中也称它为何子|丑，立|主|近八门年

(约周武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八年，也就是约公元前 1039 年乞公

西周祁国位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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