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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燕文化的源流及其发展·3·

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燕文化历史悠久，丰

厚博深，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

化。燕文化以其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正道直行著称于世，特别

是慷慨悲歌，几千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

式。燕文化的许多方面成为熔铸中华民族灵魂的重要因素，它的

很多方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占有重要地位。 +t‘，

一’

燕文化是古代燕国人的活动产生的文化遗存，．它的产生不是

偶然的。燕文化产生地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过渡

地带，特殊的地理、气候、生态环境以及民族大融合的背景和古

代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

古燕国位于河北省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和东北南

部。燕文化发源于古代燕山和玄水一带，最早是由商代子姓燕国

创立的，距现在四千年。在那时燕地气候温暖多雨，其气候大致

类似现在我国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气候。丰沛的水源给大地带

来了巨大活力，也带来了有待整治、开辟的艰难和逆境。燕地农

业开发的初始状况对燕文化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从产生的过程

看是典型的黄土文明的东移形成了燕文化的农业基础。由于和黄

土高原相类似的条件，河北平原并不能形成与黄土文明完全不同

的文化，河北平原的次生黄土比不上黄土高原的典型黄土，因而

在燕地的旱地农耕文化就较黄土高原要非典型和落后一些。落后

而又奋争，卑弱而又顽强，最终形成燕地慷慨悲歌的文化特征。

中国数千年的政治状况对燕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燕地民族大

融合和长期的战争更是形成燕文化慷慨悲歌的重要因素。

在虞夏之际，殷商民族起源于燕地。周初姬燕的建立在很大

程度上是在商代子姓燕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在燕地区域由商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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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燕国创立的文化为先燕文化，姬燕文化是商代先燕文化的继

续，是姬姓燕国创造的文化遗存，姬燕文化始于西周武王封召公

于燕。但姬燕在西周和春秋时是弱小的，到战国时，由于燕昭王

奋发图强，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灭燕，但燕文化并没有中

止，在秦汉和宋元明清时仍然得到继承和发展。一j，t：
。{

燕文化的特点是在燕地特定的条件下形成，由特定的经济基

础决定的。燕文化基本上是苦寒文化，它是由落后而导致出激

变，又由激变而导致的文化，刚烈而悲壮，苍劲而激越，慷慨悲

歌是燕文化最大特点。燕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 。 ．一．． ，

一、燕文化产生的环境及其对燕文化的影响

燕地自然环境是燕文化产生的自然基础。它包括燕地地理范

围、生态环境、气候、地质、物种等条件。燕文化的特点与其产

生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也是我们认识燕文化的一把钥匙。燕

地处于我国北方山地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过渡地带，

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融合、交汇地带，在特殊的地理、气候

条件作用下，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文化。 ．
，

。

(一)燕地的地理位置范围

燕文化延续时间很长。从燕文化的产生，到子姓燕国的文

化，再到姬姓燕国，其地理范围经常变化。这里燕国的范围指战

国时燕地最大范围。《史记》等典籍的有关记载以及遗留至今的

长城、城址及墓地等遗迹是我们推定燕国在东北地带范围的可靠

依据。目前，发现的城址、遗址、墓葬，都位于燕北长城线内

外j从地图上看。燕国在东北的疆域，北端约在北纬4205’，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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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南部一带，西到赤峰附近，东部到辽东。在

吉林省集安县发现燕国刀币，东宁团结汉代遗址出土战国式铁

镰，最重要的是发现战国时燕国古城址。据报纸在2003年7月

报道：吉林省四平市二龙湖燕国古城址的发掘研究基本结束j考

古专家认定，二龙湖古城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北部边界0据此

可以认为，燕国最北部边界在吉林省四平市一带。． 。：．一

，燕长城西起内蒙古化德县，向西与赵长城相接，东经正蓝

旗、多伦县入河北省围场县境，经围场县城子、新拔、山湾子东

入赤峰县境。 ．。 j，一 ·

战国时，燕国破东胡、筑长城置五郡，对东北实行有效的统

治。《史记·匈奴列传》：“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

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里⋯。·，燕亦筑长城，自造

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由

此可知燕却东胡千里之后，在原东胡居住地置五郡，而于边界筑

长城。这段长城西起造阳，东止襄平，或称为燕北长城，以区别

于河北易水一带长城。“造阳”今为何地，历来说法不一，或推

断为河北怀来，或考证在独石口到滦河源一带。●襄平”为辽东

郡治所在，即今辽宁省辽阳市。
’

，‘
，．

南长城西起燕下都西南，即易县太和庄西的科罗坨，向东南

沿易水河北岸进入徐水，经容城、安新，最后在雄县张青口进入

廊坊界内。，所谓全燕乃包括燕与北燕整个燕境。自公元前四世纪

后至秦灭燕，全燕之地北部长而南部短，其北部筑长城以界匈

奴，长城以内，凡五郡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除

后二郡在今长城以北外，其他三郡皆在今长城内外。‘秦灭燕，五

郡仍旧。燕之南境以南易水为界，西以太行山为界，东到渤海。

其间有易水长城。此全燕之地分为东北部分，燕、秦之五郡，燕

山山脉山地；西南部分，西汉之广阳、涿郡，华北平原易水流

域。前者为“北燕”，后者可名为“易燕”。 ～i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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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苍茫的大海。到距今四亿年时，河北大陆才从海水中显露出

来，在距今两亿多年的中生代，经过剧烈地壳运动，北部的燕山

和西部太行山经过多次抬升，河北大陆地貌才初具雏形。这时气

候湿热，雨量充沛，陆地上到处是森林。森林中长着巨大的食肉

恐龙和鸟类的祖先始祖鸟。据裴文中等人的研究，在距今七十至

五十万年以前的更新世中期，生活在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北京猿人

的生态环境也是很优良的。在山丘上密布着丛林，东面有一条宽

阔的河流，河的近旁是水草丰盛的沼泽，山丘上生活着虎、豹、

狼、熊、梅花鹿、野猪，平原草地上长着成群的野马、野牛、野

羊和扁角骨鹿，而且还有很多喜欢湿热的丛林动物，显示当时气

温比现在高。在距今二十万年的新洞人时代，仍发现有象的遗骨

化石，在距今二万年的山顶洞人时代，各种动物种类的化石仍有

50多种。
。

如果说以上地质反映气候年代距今太远，那么周昆叔等人通

过对北京平原泥炭沼中孢粉谱的分析研究，并参考燕山南麓和小

五台山留存的部分原始植被，在距今数千年以前的河北平原北部

平原地区，草原上既有旱生的干草原类型植被，又有中生的草甸

草原类型植被。在一些低湿的地区还有湿生和沼泽生的植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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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中有湿凉的常绿针叶林和温暖的落叶阔叶林，同时还保留了

一些热带起源的科属如栾、柿、黄连木、黄栌等。有人认为，。在

更新世晚期，冰川时期过后，经过一个板桥侵蚀期，黄河流域的

温度逐渐上升，并保持温暖直到数千年前为止，有一段气候的高

潮期，这时在华北平原的高地上不少地方生满密林和灌木；林木

间沼泽密布。从一些地质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也可大致分析出华

北气候湿热的特点。《诗经》中的“卫风”、“邶风”和“都风”

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诗句，说明喜温热的竹子可以沿淇

水顺利生长，其它树木也很密集。《史记·乐毅列传》报燕惠王

书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燕国的都城蓟丘种植着齐国汶水出

产的竹子。地质考古和文献资料都证明殷商时期华北还有象存

在，多的时候一次可猎象七头，商人甚至还学会驯服大象。在西

周时期黄河流域还有犀牛(古称犀兕)．存在。2胡厚宣根据甲骨

卜辞统计，在商人居住的今河北省南部地区当时全年都可能降

，雨，包括冬季几个月同样是降雨时期。竺可桢总结说，近五千年

来，自仰韶文化开始，我国的气候大体上是温暖多雨的，除西北

地区属半干旱外，黄河流域气候大致类似现今长江以北、淮河以

南地区，属北亚热带气候型。在西安仰韶半坡遗址中，发现有亚

热带动物獐(又名河鹿)和竹鼠的骨骼。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

安阳殷墟遗址中，除了獐和竹鼠外，还发现有貘、水牛和野猪的

骨骼，在殷墟甲骨文中有种稻和猎象的记载。 ．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家竹、梅等亚热带植物在《诗经》、

《左传》中经常被提到。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约高两三摄氏

度，冬季较短，正月平均温度比现在高三至五度，平均气温在零

摄氏度以上，这在植被和动物上已有明显反映。周初气温曾一度

下降，春秋时期又回升，直到战国、秦和西汉时，气温仍比现在

为高。直到北宋时，华北已不知有梅树。公元1111年冬，太湖

全部冻结，洞庭湖上柑橘尽数冻死j杭州暮春尚在降雪。在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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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气候始加剧转寒。 ．

“ ～一

与气温温暖的同时，华北地区的降雨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

题。上古时代，缺少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只能从有关传说和地质

考古材料进行分析。，． · 。t t

据史载“河蕾衍溢，害中国，’故禹抑洪水，导河自积石，

历龙门，南至华阴，东下砥柱，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

河，入于渤海。九州既疏，九河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

代”。古代黄河经龙门南流过王屋山以后北流，经今海河河道，

白天津人海，与现在黄河下游所经为古代济水河道不同，而今河

北平原中部、东部，正是古黄河流经之地。传说尧舜时黄河中下

游曾经多次发生大洪水，黄河分裂为九条大河，播撒开来流过华

北平原。河水泛滥的地区即燕地区域。先秦汉初禹治洪水的传说

极为普遍，记载其事的有《尚书》、《左传》、《国语》等几十

种，一包括古代史书和儒道墨法各家著作，因而是可信的。古书中

所载夏禹的活动多在南方江淮流域，但正如竺可桢等科学家所指

出的，上古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于现在长江流域的气候，因

而夏禹的传说，反映了古代黄河流域人民与洪水斗争的史实。

大洪水一方面带来严重的水灾，但另一方面却创造了一个优

良的生态环境。大河奔腾，宽阔的水面，两岸草木茂盛、禽兽众

多。丰沛的水源给大地带来蓬勃的生机，使土地充满活力。水灾

的影响是短暂的，而丰沛的大水带来的优良的生态环境是长期

的。洪水横流对农业的发展是一大阻碍，但同样是短暂的，而丰

沛的水源和活跃的生态同时也是农业发展以至整个人文文化发展

的最基本原动力。水就是活力。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燕文化充沛

的生命力的象征。洪水滔滔，勇往直前，就是燕文化灵魂的象

征。没有洪水就没有治水；没有活跃的近于原始状态的生态环

境，就不能产生出慷慨悲歌的文化特征。燕地民众与洪水的搏

斗，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原始生态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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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丰沛活力更深地积淀在了燕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内涵之中。这

样一种活力，无论是在它的旺盛时期，‘还是在它的消减时，不仅

为燕地之士所深感自豪，，更为四海之士所仰慕，也使慷慨悲歌成

为燕文化的独特风格。· 二 一：，
-．

， 燕地区域山高水深，遍地丛棘，猛兽出没。洪水横流的生态

环境带来了有待整治、开辟的艰难和逆境，但也带来一种特殊蓬

勃的生命力。燕地这二独特的生态环境，必然要影响到这一区域

人们的生活以及情感，影响到这一区域的风俗、习尚以及学术文

化，使燕地文化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风采，这是影响燕地文化形

成自己特色的重要因素。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土质和农作物的种

(三)燕地农业的开发及其对燕文化的影响 、。

_ ⋯

1燕文化区域主要分三部分：一是北部，包括山西北部、河北

北部和西部，这里主要是山地；二是辽宁西部，属辽西平原；三

是南部，包括北京市南部、天津市和河北省中部。这是华北平原

的一部分，基本上在古代黄河下游。土质是古黄河冲积而形成的

次生黄土，在物种上是谷粟耐旱农作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河北

旱地农耕方式，这种农耕方式与黄土高原的旱地农耕方式相似而

又有自己的特点。为了了解燕地旱地农耕方式，必须对黄土高原

的旱地农耕方式有—个确切的认识。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是因为黄土高原的旱

地农耕方式的确立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基础。黄河水、黄土、谷粟

等黄米是旱地农耕方式确立的最基本的条件。．黄土高原的旱地农

耕方式所以能够创立和长久保持，主要依靠三个有利条件：水、

黄土和物种j而距今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就是借助于这几个有利

条件在陕西渭河流域产生的。仰韶文化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充分发

展的新石器文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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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黄土高原的黄土，是在十分干燥的气候条件下形成的。

由于第四纪更新世冰川期和间冰期轮番交替，气温几度激烈变化

而产生了强烈的大风，大风吹起黄土，最终形成陕西和山西西部

高原的黄土堆积。这种黄土的颗粒非常均匀，在形成过程中曾经

得到高度混合。黄土一般呈浅黄色，黄土未经风化，所以颗粒中

的大量矿物质包括比较容易溶解流失的碳酸盐，大都未经溶解流

失，这使黄土具有相当高的肥力。黄土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垂直的

柱形纹理和高孔隙性，这使其具有很强的毛细管吸收力，在物理

学上称之为“虹吸”现象。虹吸现象可以使蕴藏在深层土壤中

的无机质上升到顶层，可以为农作物根部吸收。因此，黄土具有

。自行肥效”的特殊能力。首先揭示这一现象的是十九世纪德国

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他在中国西北诸省考察，发现了黄土这一特

性，在此以前还没有人认识到这点。这一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它

为我们认识黄土文明提供了新的启示，因为在此以前，还没有人

能认识到这点。黄土含有丰富的钾、磷和石灰，一旦加入适当水

分，就成了极其肥沃的土壤，而且只要水分适当，就可以自行肥

效。黄土高原属半干旱型气候，年降水量在250至500毫米，并

且集中在夏季，但这十分有限的雨量也足以使黄土呈现自行肥效

的特性了，这一点对于史前居民在没有解决施肥、灌溉等问题

前，是非常重要的。在一般土地上，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方式的

关键是土壤的肥力，要保持和恢复土壤的肥力，就要实行轮作

制，而仰韶农业土壤由于具有自行肥效的特点使其土壤肥力不是

关键，关键在适当湿度。

仰韶农业的另r-关键是物种。考古资料证明，无论是西安半

坡，还是在华北其它地区，包括河北磁山等地，都发现有大量粟

类的堆积遗迹，有些粮食在出土时，部分颗粒清晰可见。粟类包

括粟、黍、稷等小米作物，这类作物最大特点是耐旱，生长期

短，是原产我国而又最适宜黄土高原栽培的粮食作物。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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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自然条件，原本对农作物的生长是不利的，但由于粟类作

物的出现，使得黄土地带农作物的栽培成为可能，而且最终导致

了旱地农耕方式的确立。这种农耕方式的确立是在黄土加小米的

基础上确立的，应该说，这种确立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而仰韶

文化的先民居然能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创造出黄土文化的黄土文

明，成为中华文明的基础。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惟一没有中

断的文明，这种文明的稳定性与牢固性在于它的由耐旱到耐苦、

耐劳到忍受一切严酷环境的考验，因此铸造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

神和独特性格。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环境下养成了不畏艰难、勤

劳刻苦、乐观向上的精神。不是绝对不能生存，也不是绝对优

越，从而使人既积极乐观，又时刻准备奋争。这种精神风貌是我

们民族能够长期延续，．保持持久发展的原因之一。’

． 与黄土高原的典型黄土和典型旱地农耕方式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河北平原的农业。黄土高原的土质是典型黄土，而河北平原的

土质是冲积而形成的次生黄土，这种次生黄土不具备自行肥效的

能力。这种土质不是靠“自行肥效”，而是靠“自行更新。”河

北平原河流众多，每到夏季暴雨过后，河水挟带大量泥沙自山坡

奔泻而下。洪水挟带的泥沙含有大量丰富的肥料。永定河是燕地

一条主要河流，在清代被人称为“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麦

倍偿”，“永定浊泥，善肥禾稼，所淤处变瘠为沃，其收数倍。”

河流流经固安霸州时，河堤溃破，几百里间一片汪洋，而当洪水

退去，淤泥之地肥美异常。再如拒马河、大清河流域经定兴、高

碑店、容城、雄县也经常破堤淤泥。在涿州、高碑店以东，容

城、定兴以北，固安以西，在燕时曾是一片大泽，名为督亢泽，

周围布满沼泽和淤泥。直到战国后期形成一片富庶的农业区。荆

轲曾带督亢地图和樊於期的头颅进献给秦王，欲谋刺秦王，但未

成功。洪水对农业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一方面造成了经常性洪涝

灾害，另一方面又周期地不断更新土质，保持土壤肥力。洪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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