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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地处黄河：1=I游的北岸，是我民族文化

均摇篮地区。境内地势平坦，河渠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濮阳

．人民勤劳勇敢，、，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

据《；春秋》、《左传》、《史记》等史籍记载，：濮阳上古时代是

为“颛顼乏墟”、古“昆吾国一1旧址，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

一地。如春秋时代的晋楚“城濮之战’’、晋郑“铁丘之战"以及北宋时期

宋辽“澶渊之战’’等著名战役均发生在县境内。

县境内，地面上下遗存着许多珍贵的革命旧址、遗物和历史7遗

迹、遗物。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TIP省、地◆县文化主管部门

在县境姆先后进行了多次文物普查；调查了民主革铖抗日战争以及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濮阳创建根据地、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姆疆址、、

遗物，如朱德总司令与陈毅、、粟裕等同志的住址、革命烈士纪念碑以，

及盐民暴动纪念地等。这部份革命旧址和遗物，标志着党和人民解放

军开辟濮阳地区的革命业迹，闪耀着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是

濮阳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实物见证。历史遗迹、．遗物也相当丰富；’发

现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十余处，表明五、．六千年前，这片土地上

t}重已有人类居住。7从采集到的石、骨、蚌、陶等生产工具和大量的生活用

具(主要是陶器)以及兽骨等，可知当时人们已定居下来，从事农业。

『-与畜牧业生产，j过着集体劳动的原始公社生活。7此外，在多处新石器

时代遗址上部，还堆积着商、周和汉代文化层。在蒯聩台、’团埋、湾

‘：子等地，发现了春秋战国和汉代墓葬群，，柳屯公社发现的北齐墓，出



土绿釉瓷罐多伴，具有较大的美术考古价值。应特别提到的是河南省

-人民蛰员会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即春秋时代的北方重镇_一戚

和北宋时代的“契丹出境”7硪，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

同时也是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资料。

． 编写这本《濮阳县文物志》的目的，在予藏暴镜地铃绍溪阳构历

史面虢和’县境内革命文物与历史文物的分布情况，进行革每，传辘教

‘育，普及与宣传文物知识，进一步作好群众性的文物保护工作。．

，参加编写工作的有廖永民(主编)、王子南、宋立凯、舒胄等同意。参

，加摄影工作的有刘文选、周云峰、刘麦成等同志。靳庆祥同．志参加了设

计与联系印制等．工，作。在编排、印刷’、校订等方面曾得到诃南省博物

馆汤文兴、周到同志的大力帮助、谨致谢意。- ，，

、，

一 由于所据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的限制，。以及编写人员业务水平的

眼制，这本《濮阳暑文物志》还很不完备，甚至有不少错误，一．’尽毫罄藩、
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步修改。。·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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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一部份．濮阳的历史概况
t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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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理．环境，，‘

’L方域、地势、，地质 ，

。 濮阳地处东经116度、北纬蝎．7度，是华东：华北的结合部；‘东望

泰’山，一西靠太行，南l晦黄河，北滨漳卫j是负山面水乏地。。南北约

百余里，东西约九十余里。，t }，
i 一

，自古以来，黄河从青海高原奔流而卞，穿过黄土高原，7锩挺大量

泥沙，’|奔腾到了华北古海湾一带，。河道宽阔，水流渐锾，泥沙沉淀，

年复。年j。冲积成华北大平原i薹：今每三年阉，j以理0公里的扇面；√推

进10公里j濮阳地区就是黄河填海冲积而戚+，即所谓堍海变桑田”．．
由于。、“河流"R{。“海沥'p4＼-潮汐的作用，形成了濮阳复杂的地质。地势

和地形。
。

， ．

i 河水填海的过程，是把夹带的大量泥沙和有机物质在入海口沉积

下来，造成了河口三角洲。．但由于河水冲力的大小和海流潮汐作用，，

沉积的泥土总不会那么均匀平坦，因此使地势有岗洼之分。当海沿远

去，成为大陆的时候，就形成了内陆湖和河流，以及岗岭起伏、湖洼交错

的地形。濮阳古代的地形正是这种情况构成、。如卫阳山、洪洋出、吕团

岗、岭子头等。今保存较好的丘陵，有自东南城角至桃园的一道，还有

城西断断续续的丘陵。从村名上看，沙蝈堆。银胬蝈堆、’岗上、展

丘，’白丘、坡里i于家洼、”曼渡、I。商湖、王海、刘海、／后河、清河头

等等，都反映了古代地形上的自然面貌。同时，河水夹带的大量有机物
f

●

·薹·



质，沉积和海相沉积，形成了濮阳地下的石油岩层。
r

。濮阳的地势，是东南高西北低，这正好是南水北调进行灌溉：淤地

的有利条件。濮1|：日大致可分为三个自然区划：临黄堤以南以东，即渠

村、郎i串：．，习碱≮梨园、自理、，王称垌等，这些临黄7区，．黄河沉积最

厚，地势较高；金堤以南，在历史上黄河决口÷改道次数较多，。沉积

层也较厚，古代地面、丘陵：·河流、湖泊深埋地下，成为一片平原地

带；淦堤以北，西部是西汉以前妁黄河故道，，东部是东汉以后的黄河

．j嵌道，唯中部河水淹没较少，原始地形裸露，地貌变纰不大。，，

．黄河的冲积，总是根据河水的流势来分配土质的：俗话说：． 哆紧

。沙、慢淤、澄清碱。一这正是濮阳沙地、淤地和碱地形成的主要原因。

～、 ‘黄河至封丘一段近百年来增高了三米，至范县东的黄河成为南北

钓稍商点。据南水北调测量队测量，比长江高40米。那么，处在濮阳

、境内的黄河，也是空中悬河，金县都可灌溉。 √． 一。．

． 濮阳的地表和地下冲积层、是淤、沙、盐÷碱交错的地带，一又是

≯纵横交错的河流古道，积沙很厚，含水量很大，．又有淤积的隔水层，，

水量韦富，因此；濮阳的水利灌溉条件非常好： 一、．

，

本县王助村和林平村于1978年发生了地裂。据《濮阳县志》记载，

王助村1862年和1881年曾两次发生地裂。仅百年间发生三次地裂，，并且

-都不是地震引起，而是自裂的。裂缝宽度甚至达七市尺∥由此可以推

断卜地下可能是一个大裂谷。再jj!；9，王助和林平间恰是古澶渊所在地。

“渊者，深也：’’后被黄河所淤塞，一下部可能悬空，蕴藏大量的水，

由于地壳变动而波及地表，形成了地面裂缝：

据以上情况判断，濮阳的地质可分为上中下三层：
、

交错地带：中层是水量事富的沉积层；下层是合石油、
^

上层是沙淤碱

天然气均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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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古称河水，流经濮阳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它沉积、淤塞∥．。决

口、=改道，改变着濮阳的地理面貌。同时，人们和它作了不屈不挠的

斗争，‘它。记录了。濮阳人民征服大自然的斗争史。
’

j 1’黄河流经县境不知始于何时i’据《，禹贡》记载， 自周定王．五：v年

+(诠元前602年-)入县境，经新习＼。张庄、乜圈、戚城北去断境。至

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濮阳瓠子河决口，淹十六郡，7是本

县发生水患记载的开始。西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黄河又在

东郡(濮阳)褒口0此西汉以前的黄河鼓道；’王莽时(公元1王年≥黄，、

河改道，经今县城以南向霖流去，至清河头折向东北，·，此东汉以来，

历晋1、I，隋、唐、五代到宋仁宗庆历八年(公无1048．争)韵黄河故道；
该年，黄河在商湖．(即今昌湖)决口，南北分流，：至金章宗五年(公

元1194年)北流断绝，大河南去，黄河仍未离开濮阳境。它在濮阳一、

千八百余年j今故道还隐约可寻。 ，

清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箱决口，到咸丰十年(公元i86 2Ⅳ年)。又

入县境。惘治三年(公元1865年)黄河自渠村北来，抵金堤东去。，同

诒六年≯河又南徙，经司马、安头、习城东去。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

色嫡庄决口。民国初黄河自坝头决口，三年时间始修复。1933年黄河

在长垣决口，淹没海通、庆祖、子岸、五星等处：决口堵塞后又入故道。

．、“抗旧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炸开了郑州花园口，涛涛河水沿开封东

南去，黄河再次离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堵塞了花园口，。黄河

又沿故道东北来，’重入濮阳境。解放后锁住了黄龙，加固了大堤∥、安
。

4，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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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牌1f爵?j放泰灌溉、，淤沙压碱j使它乖乖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变警河为荆河。 I
、

一、
o 、“·

、

i．．o
◆ 濮 水1’ 、

。．

， ■ ．7 一i， 、

一濮水本是黄河的--个支流-自河南延津东北经长垣，至濮阳锁城

1t?附近入境。《水经注·河水》：一·⋯“又东经濮阳县故城南。，，东北

，、流经山东鄄城的临濮集，再东北入濮州界。濮阳、临濮、．濮州帮因濮

永而得名，今天这正是研究濮水故道的历史见证。后来又在濮。阳锁城

寻I濮水入渠，．名濮渠，．沿濮水南面东去注入钷野泽，，(、《方舆纪要’》：

‘+扣州南六十里i亦谓之濮渠。一)∥后濮水，濮渠都被黄河淹沈
r【 ～

．。 澶水、‘马颊河、澶渊 ：、。 ◆
‘

， ， ?

-澶水自内黄县南部入濮阳境，经城西王助_带入澶渊0又经高城

：来去入山东境。、澶永是澶渊湖水的主要来源；它馕澶渊成为永深辽阔

的大湖。《宋史+》：。靠开宝四年(公元9|71每)河决澶滞，。，黄河南
去，’速成大陂0糟，南北十余里，：东西十余里的1l‘。澶纠陂"，，其水由

州南界流经八里庄，为马颊河0≯、现在，～．．马颊河在濮阳县境的蕾道已

经淤塞，县境以北仍为较大的河流，‘由山东临情0穿大运河寐北流，’

经乐陵i庆云东北流入渤海。I『濮俺现在韵马颊姆≯：是解放詹撼的人工

河，不完全是马颊河的故道。现在是引金堤河水沿东城壕经=显崖、’赵

村、北望商入清丰县境。
’7

一，‘。+ _j
，． A澶渊?‘，在濮阳有三个不一同的内容，一是湖泊名，二薏较大的城

＼镇名，，三是行政区划名。澶渊(湖泊)在县城西南。《‘方舆纪要》。

“州东南五里，古澶渊也。"，．’ j一．。

◆ 澶渊因澶水穿越商得名，7它上有源，下有流，以觋雨水的毒聚，

成为辽阔壮观的湖-泊：．后为黄水淹没，成为澶州陂。由于土地肥沃”

生产发达，所以当地有：、∥收了澶州陂，养活清丰和南乐_昀俗话k

|．j-，瓷一· ，

。 I『 。、 i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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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在澶渊湖附近有一小村。因这里物产丰富、交通便荆、

商旅云集，又靠近卫都帝丘，便逐渐发展成为卫国的重镇。《方舆纪

。要》： -春秋襄公二十年，晋及诸侯会于澶渊，二十六年复会澶渊，

，三十年又会焉。’’一由、此可见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春秋》杜予

注：、澶渊：+ “近戚田，其后为德胜渡，黄河津要也。，，推其故址，当在今

。县城附近。。 j
’．

j

．．．

，|i、澶渊县：《一统惠》：甜隋卉’皇十六年置澶渊县、以南临澶渊i澶

水得名，属汲郡。" “领临河、内黄、顿丘三县地。一"考其方位及故城

·址、应在今县城之西。因内黄在西，顿丘在清卑西南，临河县在濮阳

“之西滑县之北∥-内黄之南，所以澶渊县应在今县城的西面。再考隋时

。濮阳、。澶渊、昆吾i临河四县并存，+但濮阳、昆吾隶属东郡；澶渊、

-临河隶属汲郡。汲郡在西，，东郡在东。、从它的隶属关系来看，澶渊县

≯也应撵今县城蒋o t|唐避李渊讳j，‘改为澶水县，后来还一度设过积澶溯}

i。郓-，7 j、|：『、≯j◆Iio』。
，

．，

、

， -t’，、， ．

⋯

～ I_： 。_。， |『 一 1。 一。二 i _
，

瓠，、子河 ‘i一，、、
I I

}
。

j‘

j?
j_一

；

，

I

瓠孚河口在城西南。《水经》：．7“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j匕i(故
、

县)扒。东南流经成城(即今梁庄公社的咸城村)东去，流入钷野泽。、

f‘《禹贡》：“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 3 2年)河决濮阳瓠子。”。

淹没十六郡，7灾情巨大；武帝派汲仁、郭昌用数万人堵塞不住决，口，

，，．达二十余年，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至元葑元年(公元前Uo年)

j≯ 汉武帝去泰山封禅回来：带着官氮将士数万人，亲自指挥堵塞瓠子
一 决口，．命将军以下负土堵口，河料不足，一又伐了淇园的竹子，终于将

．决口诸塞。《史记i．河渠书》：“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日宣防。、照又作
f、、 《武帝瓠子歌》以记其事。(见附录二．卜√、

i

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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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堤与金。堤．河

， 金堤在黑龙潭以南，从滑县入境，逶迤东北来，经湾寻、宋堤口!

：至县南，又经清河头、十八郎至陈庄入山东境。金堤系汉代古堤。

《一统志》：，“堤绕古黄河，历开州，(濮阳)、清丰、南乐。大名，
。

i东北接馆陶，即汉时古堤也。”按《汉书》，一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 i

8，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

Ⅳ河决东郡，．‘金堤次岁改之。"以上文献记载证明金堤确是汉或汉以

前的古堤，～但仅有河决改建的记录，’而没有记录修筑始于何时。
‘

．：金堤河，因金堤而得名。‘沿金堤南麓扎地势低洼，_旦大雨连绵，

便积水成灾：1929年杨及龙任县长时，为引水采去，‘沿金堤挖．．引水

沟，’深只及膝，宽不逾丈，名为_“孙河}J：：_+，、．即金堤河的前身／启经多

次兴修，逐渐加深加宽。．抗日战争前夕、一在风雨塘修建了一麈三孔砖

桥，，定名“风雨塘桥，，，这是金堤河上架超的第一痤桥梁矗。解放后，人

民政府兴修水利，于1966年省人民委员会派重机队来濮阳，‘配合大批

、民工，犬规模开挖金堤河。河道开宽十余丈，筑闸修渠，放水灌田． 7

沿河又建筑二十余座钢筋水泥大桥，能灌能排，为人民造福。。’
、t

／， 。- ．一

、

卜
．，

!／
：4 。j

，’ =、历史沿革

。 、建制
．

‘

-、上古时代，濮阳是颛顼部族居住的地方。《史记》注： 妒帝颛顽，，，

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夏王朝．时是_，霓吾国砂、，<’夏诸侯国■．．

、以善于烧制陶器和铸造青铜器著称：，相传夏启命入在昆蚕铸鼎∥：后为。

商汤所灭。 。

，J ，‘

√

。。西周时属卫。春秋时卫国为避’狄难，首都由楚丘迁至帝丘。r

．(《春秋》： “日帝丘·为卫都”)；；卫在濮阳建都番．4．9年，灭于秦。，．
-7，6∥。，．。 ．



秦废分封制，改郡县制。濮阳属东郡，郡治设在濮阳。《．前．汉，，--

书·地理志》，：东郡户四十万一千．-g九十七；人口一百六十万。、县

二十二：濮阳、畔观、聊城、顿丘、、发干：范、荏平、东武阳、，。博

平、黎、清、东河，离孤、临邑、’利苗、．须昌i寿良、乐昌、阳平、。

白马、南燕、廪丘肛a『，濮阳是东郡的首县，也是濮期置县的开

始。《方舆纪要》} “旧城在今县城西南(故县)⋯⋯以地在濮水之

北也”：，所以叫濮阳。《史记》、：7、?秦始皇七年，拨卫濮阳，置濮阳，

’县，东郡治焉。．’’ -

汉仍袭秦制，置濮阳县，．隶属东郡。(《后汉书·郡国志》：一东郡

领县首濮阳。’’) ‘，

、 ．

。晋时，封子允于东郡濮阳，改称濮阳国。《晋书》： “濮阳国故

，。属东郡，．晋初分东郡置”j又：=。雠阳县，二汉属东郡，晋属濮阳1

。郡，隋属东郡"。 。
0．

一一

。

隋唐时，开皇十六年(公元5明年)濮阳分置昆吾县。，同时分临

河，顿丘、。内黄三县地，置澶渊县。’唐避李渊讳改为澶水县。

五代时J，澶州自顿丘迁移濮阳。。开运年间升为镇宁军节度：
、

宋代称澶州，隶属于澶渊郡，后升为“开德府”。

I'金代皇统(公元1141年)年间，始改称“开州”，属大名府。

j 元朝仍称开州，领长垣、东明，濮阳。

一明朝仍称开州，将濮阳县并入开州-领长垣，东明两县，隶属于

大名府。
‘、

，

、

～

r‘ 清朝仍称开州，属大名府，领县属府，，!也就是不领导县了．
1。 ’民国又改为濮阳县，．属河北省大名专区。抗日战争前夕，设置濮

7阳专区，辖东明、。：长垣、濮阳、清丰、南乐五县。 、，。

》 、抗日战争后期，濮阳分置昆吾、尚和专濮阳、顿丘四县，隶属冀
溪。，
辫乳 ·7^ ，。弧势； ，-匕



鲁豫边区。1944年初，濮阳解放，城关曾一度设濮阳市。

解放后，濮阳归还建制，隶属平原省濮阳专区。1953年撤销平原

省和濮阳专区建制，濮阳县改属河南省安阳地区0
、 一

，

，

●

一 一二濮阳的历史演变一。
、

√ 1．j、上古时代 ‘、7
、

～

。 ，

，

濮阳是黄河冲击平原。随着时代地前进，地貌的演变，形成了濮阳

、这块地方。上古时代，5这里是一片沙漠和沼泽地带，丘陵与河流纵横交

错，到处生长着茂密的丛林、蒲苇。可以想象，夏秧之际，芦花开

放，果实累累；水中鱼虾浮游，啉中野兽奔走。‘我们的祖：先，j就劳

动、生息j繁殖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

颛顼是原始社会末期传说中的领袖人物。古代典籍中有他雀濮阳

活动的不少记载。濮阳民间也流传着不少他的传说。j，他建鼙落联盟：的

军事领袖。据传，I-这个部落的活动中心地怎在濮阳。“因为。迁捷、流动

性较大，在濮阳的高城、故县和滑县的堂山村。带，都曾‘是他活动均

‘中心地匠据传，‘、今程庄的所谓甜太子墓一，、就是颛顼儿子的墓。李

庄的?皇姑坟”，是他女儿的墓。“长乐亭"是颛顼避暑的地劳：毗芥，古

籍中还提蓟颛顼城，颛项陵，颛项庙等等。 ’、。?1’ ’

，、

，

’

'!

’●

奴隶制时代+
、 ‘

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最早的

奴隶制夏王朝时，濮阳是昆吾国(夏诸侯国)。(、《后汉书‘·郡国

志》：i“濮阳0二古昆吾国”)。昆吾是夏文化的中心地带，据传黼陶业与

．冶铜业都相当发达。次康的侄子相，：曾避难到帝丘，依同姓(姒)昆吾。’，

夏珠，商汤强大起来，他用伊尹、。伸虺为相，治理军政，征服了
河，

1、

-



附近许多小国。要进一步灭夏，但怕夏的与国昆吾帮助夏桀，于是决

定先伐昆吾，咽之发生了“昆吾之战”。昆吾大败，商汤乘胜攻桀，

在鸣条，桀的士兵溃散，逃亡昆吾，商汤灭昆吾，擒桀于南巢(今安

徽巢县)。’

西周时期，奴隶制发展到鼎盛时期。武王伐纣，灭商，把殷商故

地分封给他的胞弟康叔，称卫国，都朝歌。濮阳属卫。卫文公时迁都

于楚丘(滑县卫南坡)，公元前630年因避狄难，卫成公又迁都于帝

丘·，此后，，卫国在濮阳建都凡二十一代，历四百四十九年。
。

封建制耐代
，

，

春秋战国时期，濮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成为卫国最先进的地

方。由于地理环境的优异，人民的辛勤劳动，利用纵横交错的河流

、(黄河、濮水、马颊河、澶水)，用桔槔提水灌溉农田，加上铁农具

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如丝织品、皮革、竹

木、冶铸等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

荣，大城镇也出现了，如帝丘、戚、铁丘、澶渊、成、清丘等，都是

当时商业城市。这些城镇在先秦古籍中均有记载。当时，各诸侯国在

濮阳订盟集会十余次，，即澶渊会盟三次，戚会盟七次，成会盟二次，

清丘会盟一次。由此可见濮阳政治地位的重要。随着政治、一经济的发

展，文化也繁荣起来，特别是卫国的诗歌、音乐已发展到新的高度。

卫郑新声的出现，、震惊了儒家，孔子曾四次来卫(濮阳)。《诗经》，

所谓： 詹桑间濮上”反映了当时文化的繁荣景象。

卫国也是手工业工匠起义著名的地方，公元前478年，卫庄公(蒯

聩)统治卫国，吃喝玩乐生活腐败，对奴隶、平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剥

削。沉重的劳役，激起了手工业工匠强烈地反抗，拿起斧头聚众起

义，包围了卫庄公的宫室，卫庄公龟缩宫中，求饶不得，便跳墙逃
，9‘



跑，跌断了腿，被杀死。其子卫出公(辄)继位，仍残酷地压榨奴

隶，即位八年之后，工匠再次起义，把他赶跑，卫国从此就衰弱了。

古战场
f’

濮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陈毅同志诗： “我

行未已过濮阳，驻马凭吊古战场"就是指濮阳在历史上是个战争频

繁，兵祸连年的地方。‘春秋时代，晋楚Ⅳ城濮之战"的主要战场就在

濮阳。陈毅同志诗稿： “退避三舍晋文强"之句，便是指的这次战氟

战国时代，孙膑庞涓之战，庞涓主攻卫地，以据卫攻赵，主要战

场也在濮阳。 ．i． j

秦末，项羽的起义军与秦章邯军大战于濮阳，大破秦军。今濮阳

有“霸王’台”、 “霸王集"，，据传即项羽破章邯的古址。

东汉末，曹操攻陶谦，陶谦使陈宫率军守东郡。陈宫引吕布军占

据濮15日，同曹操争夺北方。曹操与吕布大战于濮阳，两军相持百余

日，使农耕荒芜，7又值大旱，双方军粮恐慌，各引兵去。

五代时期，梁、晋在濮阳历“大小百余战"，闹得白骨遍野，一⋯田

园荒芜，满目凄凉。 『-

．宋代，北方契丹(辽)南进，．一直打到澶州(濮阳)。宋真宗也

带兵至澶州，宋辽交战，契丹主将肖达览被射死，宋军获胜。双方构

和，史称“澶渊之盟’’。

元、明、清时期，北方战争更加频繁，大都波及濮阳。 ．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

、

、鸦片战争之后，濮阳一步步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

料来源地之一。

1885年，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势力逐渐渗入濮阳，他们的开路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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