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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保定(代序)
张广琦

保定地挂河北省中部，太行山巍峨雄壮，华北平原宽阔垣

荡。北靠北京， 137 公里;东邻天津， 145 公里;离依石家庄，

127 公里，高速公路横贯南北、连通东西，铁路、公路因通八

达，区位先势得天独厚。

这里，是尧帝的故乡，是具有 23∞年文明积淀的历史文化

名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这里，吉多慷慨悲歌之士。回荡着壮士荆辆易水寒的千古绝

唱:走出了燕大夫郭躁、汉昭烈帝XtJ备、宋太祖赵匡崩，、戏曲家

关汉卿、埠理学家那道元、数学家植冲之、作家梁斌、画家黄胃

等一大批卓越人才。

保定是红色之域。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留下了毛泽东、荒

少奇、叶挺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演绎了望法勤工位学、高蠢

暴动、二师学潮、地道战、平原作战、猿牙山五壮士等数不胜数

的威武雄壮的革命壮举。出现了《红旗谱上 《野火春风斗吉

域上《小兵张嘎》等史诗般的不朽之作。

保定是体育大市。在这里，培养出了部恩庭、齐宝香等十几

位世界冠军及一百多位亚洲寇军、全匮冠军，被誉为寇军的摇

篮。

保定是藤游大市。自然景现、人文景观星罗棋布。在商贾云

集的市区中，岛，坐落着全屋十大名园之一一一古莲花边:全国保

存最完整的省级衙署一一直隶总督署。在崇出竣岭的太行山上，

镶嵌着曲阳北岳窟，唐县白求患、柯棒华纪念错，阜平晋察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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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燕文化

lK纪念馆，阜平、唐县交界娃的古北岳恒山，沫水野三坡，还有

世界文化遗产一一易县清西陵。在广阔无垠的华北平原上，分布

着定州开元寺塔、安哥药王痛、漳州影视域、‘高碑店的开善寺，

以及"华北明珠"白洋淀。这些美不胜收的景点、景区，令游

人留连忘返，为保定增光添彩。

保定是经济大市，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和产品。天威集

团的大型变压器，天鹅集团的人造丝，风飘集团的蓄电池，乐凯

集霞的胶片，宝藏集团的综合性塑料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全

世界，享誉海内外。此外，还有大型纺织品生产企业依棉集团，

大型现代铝加工企业华北铝业有限公司，世界规模最大的保定钞

票纸广，国内汽车零部件仔业和工程塑料管道行业的大型企业河

北凌云工业集团，以生产轻重客车为主的画家定点骨干汽车生产

企业河北长安姓利汽车有限公司等一提颇具市场竞争力的企业。

这些企业是保定工业经济的支柱，是保定经济快速发震的强大

"助撞器"。

保定市有一批优势明显的县域特色经济。自前已形成安国药

业、自沟籍包〈高碑店〉、留史皮毛(蠢县)、高蠢纺织〈高阳、

蠢基)、容城服装、 j顿平弱衣、顺平果品、定州蔬菜、徐水制

灌、曲陪石雕、满域草莓等十一大特色区域经济。

跨入薪的世纪，英雄的保定人员将在市委、市政帘的正确领

导下，以剑建"经济强市"飞，\、"中国优秀旅游域市"\、"嚣家级糯

禅文明建设先进域市

宇招牌"为自禄，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与时俱进，开拓

进取，为保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努力奋进。保定的明天一

定会更加美好。

2臼)4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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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寄语

2∞2 年，保定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编篡出版了《保定历代

大事纪略上《保定历史名人传路上《燕南赵北民俗上《燕离赵

北传奇故事选》和《清西陵史话》一套丛书， 110 余万字，受到

各界的好评。 2∞3 年初，国家旅游局有关领导到保定验收优秀

族游城市，见到该丛书称"保定市历史文化内漏丰富，有族游

开发价值"。

2∞3 年"非典"过后，编委会开始编篡第二套历史文化丛

书，有《燕文化上《保定抗战文化上《保定族带文化》租《保

定食文化> ，约 120 余万字。

《燕文化》分燕文化的漂琉与燕文化的特点，及其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地位;燕下都考;燕文化的流变和现实椅值;燕文化

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四部分。

先燕(殷商及以前的燕〉及西周与春秋时期的题燕，历史

文献凡乎为空白，编著者根据史料、考古材料表出土器物铭文及

20 进纪初期践来燕文化研究成果，进行了模理，探讨性地作了

追述。战国中后期，燕国史料比较丰富，特别是在燕下都考古发

掘出士的大量文化遗存，填补了燕国史料的空白，使燕国两千余

年的史料衔接起来，该书是在中国燕文化研究史上出现的新里程

碑。

燕文化对后世影响极深，憬慨悲歌、重义轻生、朴厚务实和

延捷人才之风代代相传，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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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抗战文化》忠实地记述了在就日战争时期保定辖区文

化战士们用鲜盘和生命与抗E军民共同战斗，谱写的一部史无前

绸的文化史。第一部分为抗吕战争时期晋察冀拄吕根据地政治、

军事、文化的模况，作为时代背景:第二部分记述琅难而繁荣的

边区薪闻出版事业:第三部分为文学艺术事业，边区的文学艺术

事业是在与敌人生死搏斗中苗壮成长的，成为边区党政军畏全体

人员参加鸪文艺活动;第匹部分是"永远的纪念"第五部分为

文化工作大事记。

晋察冀的新闻出版事业是在长期不新反"扫荡"的战争中

或长起来的，抗司根据地出版报刊 3∞余种，多数是在今保定辖

区及属围出版的，其中边区腹地出报 40 余种。 1938 年至 1942

年，晋察冀日报社出版00 书 156 称， 111 余万册。在艰苦地反

"扫荡"战斗中，只要有 24 小时的暂住，就出一期报纸并分发

出去。

文艺队伍有从延安来的、出著名知识分子组或的西北拔地服

务司和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园，以及晋察冀军区及其所属冀中军

区、各军分区副社，以及新世纪副社与县、乡村剧团。阜平县当

时人口不到 10 万人，就有 44 个村剧团。

该书揭述了边区的文学艺术是和国家、民族、个人的命运联

系在一起的，文艺工作者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鼓，以文艺为武

器，与吕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

切。他们根据抗战、人民和新文化的需要，继承租发挺住秀的民

族文艺秘革命文艺的传统，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从内容到形式

的能薪，用丰富多影的文艺彭式为抗战、人民和新文化建设服

务，产生了一大批反映抗日时代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秀作品，他们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开展文化普及工作，对提高军民同心樨侮

的爱国热情，为国家民族而牺牲的革命精禅等方面，起了重要作

用，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梗据地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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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的革命'情感，对抗日工作的元私支援，对革命战士的真挚热

爱，激发了文艺战士幻的革命热情，形成了专业文艺工作和业余

群众文化共同发展与提高的大众文化。部5人爵社随军战斗，参细

武工队到敌占区边战斗边演出。"永远的纪念"篇，其事迹感人

肺踵，键入泪下，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人

间真情。

八年抗战期间，边这众多新黯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在反

"扫荡"中为民族的生存效命疆场。《聂荣臻西忆录》中写道:

"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汇集了众多的有志有为的文化战士，尤

其是平津地区来的大批优秀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民族革命战争的

前线，在民族革命的洪流中，经受了锻炼，受到了教育，拿起枪

杆打仗，拿起笔杆撰文，他{门以自己前作品鼓舞群众，为国家独

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为推蘸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出作出

了贡献。他们中有不少人把热血洒在战场上，永不磨灭地存在于

一个时代和人民的记忆中。" "像晋察冀这样的根据地，原来都

是穷乡僻壤，广大农民群众与文化是无缘的。自从根据地建立

后，有了政治上进步这个前提，如上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就

使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逐渐结合起来

了。革命根据地当时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

是最先进的地方。"因此，边盔的男女老少为驱逐吕本侵略军出

中国，全部参加到抗战文化活动中，这样的文化活动麓模在中国

历史上是少见的，特别是在敌后频繁反"扫荡"中，文化器体

和新摆出般的数量，人人大唱抗战歌曲的活动，在八年抗战中，

无论是大后方或敌占区，均不及保定地区抗战文化的繁荣。实践

证明，文化只有在与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才能引起

人民的共鸣，并得到空前的繁荣。

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工作，不仅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发挥了

重要作用，抗日战争姓利后乃至中华人员共和吕成立后，涌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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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定地区抗击战争为题材的大量优秀作品，如《野火春风斗

古城上《地道战》、《新儿女英雄传机《平原潜击队》、《敌后武

工虱上《猿牙出五壮士》、《小兵张嘎》、《白洋淀纪事》、《由地

回忆》等，在中国文坛占有重要位置。边区的文化工作为薪中

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和可贵的经验，为后人窜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著名学者李公朴在《华北敌后一一晋察冀》

中称边区的文化战士 u是新中国文化的开拓者"。

《保定旅游文化》记述了秀丽而神豁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

内撞丰富的人文景观，如野三坡、自洋淀、白石山、天桥瀑布、

猿牙山等引人入胜的风景名胜及清西陵等 24 处全菌文物保护单

位与众多省、市级文化保护单位，共收入 130 余处景观。为方锺

游客，以市、县为单元介绍。古长城和大茂出〈吉北岳桓山)

分属兀县所辖，单独成为一个单元。为旅游购物摄务，介绍了保

定辖区的名、优、土、特产品及购物市场。

该书的特点是试围以《水经注》为楷模，在写景观时，把

历史文化内容放在重要位置，藏予景观以灵魂，体现其浓厚的文

化内涵，给旅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受到教益。

《保定食文化》阐述了保定食文化的摞流及其特点，为冀菜

菜系的发祥地。介绍了饮食名店、名菜、名吃、名露营师，食用土

特产品，饮食昆锚，着馍话本，雅舍谈吃等，较全面系统地介绍

了保定食文化的内撼。特别是名店、名菜、名吃篇读后，能得到

食文化的享受。历史名吃部分，对保定特色名吃的传承、发扬及

振兴餐饮业颇有教益。

第二套《提定历史文化丛书》是第一套丛书的继续，从不

同的角度发握了保定历史文化的内涵，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为经

济、文化建设服务。通读该套丛书，不仅能感受到先烈们慷慨悲

歌、重义轻生和朴厚务实之风，而亘还能认识到保定的秀丽山水

和丰厚的传统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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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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燕文化历史悠久，丰

厚搏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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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直行著葬于世，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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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铸中华民族灵魂的重要因素，它的

很多方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捏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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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牧文化的过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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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自己选具特色的文化。

古燕国位于河北省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和东北南

部。燕文化发摞于古代燕由和玄水一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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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程在我国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气候。丰沛的水摞给大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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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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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高原相类假的条件，河北平原并不能形成与黄土文明完全不同

的文化， filJ: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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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弱需又旗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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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虞夏之际，殷商民族起源于燕边。周初握燕的建立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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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