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沧州市是全国四大产盐基地之一， 

沧州是著名的“鸭梨之乡”和“金丝小枣”之乡， 

沧县有“中国红枣第一县”称号， 

沧州被称为中国“武术之乡”，自古就有“镖不喊沧州”的说法， 

沧州是清代大才子纪晓岚的故乡， 

吴桥被称为中国的“杂技之乡”， 

孟村回族自治县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评定命名为“中国弯头管件之乡”， 

肃宁县被中国皮革协会确定为“中国裘皮基地”， 

河间是毛诗产生地、诗经文化流传的地方， 

黄骅古贝壳堤是世界三大古贝壳堤之一，中国唯一的贝壳堤， 

沧州铁狮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件铁器， 

“泊头火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名品牌， 

河北献县是抗日英雄马本斋故乡， 

沧县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 

盐山千童镇是秦徐福东渡的出发地， 

沧州市是华北重要能源基地，华北油田所在地， 

黄骅港是中国目前港口建设中一次性投资最多、工程规模最大的项目。 

 

第二章 沧州概览 

    中文名称： 沧州市  

    外文名称： Cangzhou City  

    称号： 武术之乡  

    政府驻地： 运河区  

    电话区号： 0317  

    邮政区码： 061000  

    地理位置： 河北省东南部  

    面积： 13419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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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条件： 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的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国家 4A 级风景区“吴桥杂技大世界”等  

    车牌代码： 冀 J  

    代码： 130900   

沧州市位于河北省东南部，东南与山东省相邻。距省会石家庄 240 千米，距首都北京

240 千米。总面积 13419平方千米。总人口 692万人（2006年），以汉族为多。全市辖 2 个

市辖区、9 个县、1 个自治县，代管 4个县级市。市人民政府驻运河区。 

 沧州东临渤海，北靠京津，与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隔海相望。距首都北京 240 公里，

距天津 120公里，距省会石家庄 221 公里。 

 沧州地处环渤海中心地带，是河北省确定的“两环” （环京津、环渤海）开放一线地

区，也是京津通往东部沿海地区的交通要冲。京沪（北京－上海）铁路、朔黄（朔州－黄骅

港）铁路和京沪（北京－上海）高速公路、石黄（石家庄－黄骅）高速公路在沧州交汇。京

九（北京－九龙）铁路、朔黄（朔州－黄骅港）铁路在沧州肃宁县交汇，并建有编组站。 

 国家“九五”重点工程黄骅港和朔黄（朔州－黄骅港）铁路的建成， 使沧州成为西煤

东运新通道的出海口和冀中南、鲁西北以及晋陕和内蒙古等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黄骅港距日本九州港 900 海里，距韩国仁川港 480 海里，是一个多功能、现代化、综

合性的国际港口，也是中国目前港口建设中一次性投资最多、工程规模最大的项目。工程全

部建成运营后，将成为集煤炭、原油、成品油、杂货、化工、客运、集装箱为一体的中国北

方综合性枢纽大港。 

沧州市地处华北平原东部地区的黑龙港流域，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主要河流有南运

河、滏阳河、滹沱河、漳卫新河、子牙河等。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温 12.5℃，1

月均温 3.9℃，7 月均温 26.4℃。年降水量 600 毫米。四季分明，温度适中，光照充足，雨

热同季，降水集中，灾害性天气常有发生，春旱、夏涝、秋爽、冬干。 

沧州有耕地 1241.4 万亩，草地 60 万亩，是河北省粮、棉、油集中产区之一，全市人均

耕地高于全国和全省的平均水平，还有一百多万亩荒地。 

沧州市是京津无公害蔬菜主要供应基地和中国北方知名的优质牧草基地、畜牧生产基

地。 

沧州是著名的“鸭梨之乡”和“金丝小枣”之乡。金丝小枣、冬枣、鸭梨等土特产以其

优良的品质驰名中外，是传统的出口创汇产品。 

沧州还有待开发利用的荒碱地 200多万亩、沿海滩涂 52.7万亩，低产盐田 40 万亩，可

全部转化为建设用地。 



 

沧州境内有华北油田、大港油田两大油田，已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15 亿吨，天然气储量

282 亿立方米，开发潜力非常可观；沧州是全国四大产盐基地之一，盐田面积达 45万亩，

年产量达 200 万吨,是全国四大产盐基地之一；沧州拥有 129.7 公里海岸线，海洋捕捞、海

水养殖已具规模，海洋生物 1000 余种，盛产鱼、虾、蟹、贝类等海产品，其中“渤海对虾”、

“梭子蟹”享誉海内外。 

沧州市区南部建有蓄水量 1 亿多立方米的大浪淀水库。随着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

纵贯沧州南北的大运河将作为重要的输水通道，可为沧州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充足的水

源。 

在解放前，沧州是一个人口聚集的消费性城市，只有几家手工业作坊。解放后，沧州的

工业发展迅速，发展较快的有：炼油、化肥、化工、铸造、电子、电力、纺织、机械、造纸、

食品、建材等等。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市人民的艰苦创业，沧州市国民经济已具相当基

础，整体实力大大加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沧州正在逐步成为河北乃至环渤海地区具有发

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    

通过发展畜牧、蔬菜、牧草和林果四大产业及旱碱地开发工程，初步形成了市场牵龙头、

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发展格局。南运河由南向北贯穿沧州，为附近农田提供水源。主

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高粱。 

工业门类比较齐全，是经化工部批准重点建设的“化工城”，行业特色明显。化工、轻

纺、机械、铸造、电缆、建材、管件、医药、食品、工艺美术是沧州市工业的骨干行业。沧

州市化学工业产值占全省化学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是河北省重要的化工基地。主要产品

有氮肥、烧碱、石油制品、农药、树脂、TDI 等，形成了基本化工原料、化学肥料、农药、

有机化工、日用化工、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及化工机械等 18 个行业。新发展了以电线电缆、

弯头管件、汽车配件等为龙头的一批优势产业。 

沧州境内有沧州铁狮子、献县汉墓群、泊头清真寺、海丰镇遗址、纪晓岚墓地、献县单

桥、黄骅古贡枣园等七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 处市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4A 级景区 1 个，2A 级景区 4 个，景点 88 处。 

沧州铁狮子，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体现了沧州古老“铸造之乡”铸造艺术的神韵。 

海兴小山火山遗迹、东光铁佛寺、沧州清真北大寺、泰山行宫、武帝台、莫阝州庙、盘

古庙、青县大孝子墓观音寺等古迹独具风姿。 

沧州市现有湿地 19 万公顷, 各种鸟类 270 余种，101 种受国家保护的候鸟。“华北明珠”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淡水湖泊。 

沧州的吴桥县是世界著名的杂技之乡。“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已被国家文化部确定为



 

国际赛场，“吴桥杂技大世界”为国家 4A 级风景区，被国家旅游局列入民俗旅游景点,每年

吸引大批游客参观游览。 

沧州武林，根深叶茂；沧州武杰，名扬八方；沧州武术，遍及华夏，远涉亚、欧、美、

非一些国家和地区。沧州“武术之乡”之誉，宏扬中外。沧州人民，自古以淳朴、刚直、勤

劳、勇敢著称。由于地理、历史条件关系，强悍之武风，历年久远，素有“武建泱泱乎有表

海雄风”之说。据史籍载，沧州民间武术，兴于明，盛于清，至乾隆时，武术之乡已形成，

至清末，则声扬海外。《三国演义》里夏侯惇率领的青州兵威震河北；古典小说《水浒传》

中开封府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蒙冤发配沧州的故事，很多读者都耳熟能详。今沧州“武术之

乡”，含沧州市所辖县、市。历史上人民为了反对封建盘剥和压榨，沧州民间武风益盛。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沧州武术得以复兴与发展。 

第三章 历史沿革 

沧州因濒临渤海而得名。沧州部分地区在上古时期属幽州和兖州，西周时属青州，春秋、

战国时代为燕、齐、晋、赵等国地，秦朝时属巨鹿郡和洛北郡，汉代属冀州和幽州，三国时

属魏国，南北朝时属北魏的瀛州和冀州。 

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 517 年）设立沧州，辖浮阳、乐陵和安德等三郡，隋初废浮

阳郡，后分属河间郡、渤海郡和平原郡，唐朝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属河北道，宋代属河

北东路河间府，元代属中书省河间路，明代属北直隶省河间府，清代属直隶省河间府，部分

县属天津府，中华民国初属直隶省渤海道、津海道，1928年废道府制，改属河北省。 抗日

战争时期，属中共晋察冀边区冀中、津南行署和山东渤海区行署辖。 

1949年 8月 1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设沧县专区，专署驻沧县镇，辖 11 个县。 

1958年 6 月，天津市归属河北省后，沧县专区与天津专区合并，称天津专区，专署驻

天津市，同年 9 月沧县镇改设沧州市（县级），随后撤消并入沧县。 

1959 年初撤天津专区并入天津市。 

1961年 6月 1 日，恢复沧州专区，并恢复沧州市（县级），专署驻沧州市。 

1967年 12 月，沧州专区改称沧州地区。 

1983年 12 月，沧州市改为河北省直辖市，行署和市政府同驻沧州市。 

1993年 7 月，地、市合并，成立现在的沧州市，市政府驻运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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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风物民俗 

沧州武术 

自古燕国至明清，多代王朝建都于幽燕，沧州乃畿辅重地，为历代兵家必争。据史籍载，

自桓公二十二年（664）桓公援燕山戎以来，各朝各代均有多次战争发生于沧州一带。频繁

之战事，民遭涂炭，民生维艰，故须掌握攻防格斗之技方能自救图存。沧州，古有“远恶郡

州”之称，明时有“小梁山”之号，可见沧州武风之盛和武术之发展，与特定地理环境关系

甚密。 

古之沧州，沿渤海方圆百余里，均系芦荡荒滩，人烟稀少，既是犯军发配之地，又是叛

将蔽身良所。明清时，一些受朝廷缉拿之叛将，寻沧州民众强悍喜武之俗以蔽其身。他等隐

姓埋名，化装僧道游侠，传艺维生。  

沧州，地处“九河下梢”，土地瘠薄，旱、涝、虫灾不时降监。正常年景，许多人家糠

菜半年粮。重灾之年，流浪乞讨，卖儿鬻女者不鲜。民谣云：“抛弃黄口儿，一乳恩情尽；

但恨生不辰，莫怨父母忍。”许多壮丁，以贩盐维生，而官府缉拿甚严。民求生不得，必然

反抗，反抗则必习武事。乾隆《沧州志》载：“沧邑俗劲武尚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

闻。承平之世，家给人足，趾高气扬，泱泱乎表海之雄风。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

捍卫乡间，虽捐弃顶踵而不恤，”说明了沧州人民自古就尚义任侠。  

京杭大运河纵穿沧境，京济、京大要道贯通南北。沧州、泊头、莫州、河间、献县均为

南北水旱交通要冲，为京、津、冀、鲁、豫商品流通必经之地或商品集散中心，亦为官府巨

富走镖要道，故沧州镖行、旅店、装运等行业兴盛。各业相争，必握高强武技才可立足。清

末，“镖不喊沧州”，已为南北镖行同遵之常规。   

唐建科举制，延续多代。至明中期，建武乡试、武会试之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才行废止。明清武科，对沧州武术发展亦有促进。此时武举人、进士达 1800 余人。民国七

年（1918），直隶督军曹锟为扩充其势力，在沧招募武士数十名到其武术营任教或当兵。此

举，对沧州武术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民国十七年（1928），沧籍国民军陆军上将张之江任中

央国术馆馆长，大力提倡强身御海，强种救国，沧州入馆任教或深造者近百人。同时，省、

县建国术馆或民众教育馆，倡导武术，“八式房”遍及沧境城乡，习武者甚众。  

 沧州武林人士，一向注重内外交流。来沧授艺者，热情款待。又有不少人周游祖国南

北，或设镖局，或任镖师，或于民间教徒，或入军旅授艺，或寻师放友学技，或参加擂台比

武。霍殿阁被清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聘为武师；王正谊助谭嗣同变法声震京城；王子平



 

第五章 美食特产 

沧州金丝小枣 

沧州金丝小枣又名河西红枣。因干枣剥开时有金黄丝相连，入口甜如蜜，外形如珠似玑，

故称金丝小枣。沧州金丝小枣是畅销于国内外的名贵果品。其特点是：色泽鲜红、皮薄、肉

厚、核小、味道甘美清香，并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沧州金丝小枣含糖量高达 65％。每 100

克鲜枣含维生素 C300-600 毫克，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粗纤维、磷、钙、铁、钾、

钠、镁、氯、碘、尼克酸和维生素 A、B1 等多种维生素。被视为良好的滋补品，具有益心润

肺、合脾健胃，益气生津、补血养颜之功能。 

沧州金丝小枣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据说，沧县栽培金丝小枣有 3000多年的历史，始

于商周，兴于明清，盛于当代。产区遍及沧州地区的沧县、献县、交河、盐山、河间等县。

其中，沧县已被誉为中国的“金丝小枣之乡”。一代文宗纪晓岚的家乡就在沧县崔尔庄镇（墓

地现在崔尔庄镇北村）。相传在 1737年秋，乾隆皇帝到沧州一带狩猎，途经献县（现在的沧

县崔尔庄镇至献县尚庄镇一带），见路边风摇枣树，果实累累，顿时喜上眉梢，上前摘枣一

枚，掰开时金丝闪耀，吃在口中甘如含蜜，喜言道：“沧州自古草泽之地，然金丝小枣风味

殊佳，如是者鲜矣？” 

金丝小枣食法多样，除生食外，还可煮食、熬汤或作为炖品之配料，也可制成各种传统

的甜、粘食品。还可以加工成蜜枣、糖枣、脆枣、熏枣、醉枣、枣茶、枣酒等受人欢迎的风

味饮食品。 

任丘野味烧鸭 

野味烧鸭：是以白洋淀野鸭蛋人工孵化，经过品种改良，在淀内放养，以食野生小鱼、

小虾、贝类、水草等食物的野鸭为原料，在传统工艺基础上采用现代烤制设备精心烤制、经

高温杀菌、真空包装的美味食品。具有皮色鲜艳、味道清香而鲜美、肉质精细、香而不腻、

骨酥肉嫩等特点。它不含防腐剂，属于纯天然野味食品，令人百吃不厌，回味无穷。深受广

大消费者青睐，并畅销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 

 白洋淀水乡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荷花淀牌”野味烧鸭。1998 年荣获京沧农副产品合

作洽谈会名牌产品；1999 年被津沧农副产品合作洽谈会评为优质产品银奖；2001 年度被河

北省评为第五届农副产品名优产品。 



 

任丘苇席 

 苇席是任丘的传统特产，以白洋淀产最多。其苇席轻柔洁白花纹美丽，在全国享誉甚

高。过去，白洋淀中及沿边地区，群众生计一靠渔业，二靠苇产，所以苇编业兴旺发达，织

席打箔是家庭妇女的主业。白洋淀苇席名满天下，其品种繁多，形态各异，用途不一，有炕

席、囤席、苫垫席、包装席、天花板席。 

此外，白洋淀的苇帘，苇箔也颇具特色。苇帘主要有门帘、窗帘、篱笆帘等五个品种，

白洋淀的苇席及其他编织品不仅满足当地需要，还畅销华北、东北各地，有的远销日本、法

国、意大利，深受消费者欢迎。 

 

 

第六章 自然资源 

文化旅游资源 

沧州境内有沧州铁狮子、献县汉墓群、泊头清真寺、海丰镇遗址、纪晓岚墓地、献县单

桥、黄骅古贡枣园等七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 处市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4A 级景区 1 个，2A 级景区 4 个，景点 88 处。海兴小山火山遗迹、

东光铁佛寺、沧州清真北大寺、泰山行宫、武帝台、莫阝州庙、盘古庙、青县大孝子墓观音

寺等古迹独具风姿，“华北明珠”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淡水湖泊。沧州市现有湿地 19

万公顷, 各种鸟类 270余种，101 种受国家保护的候鸟。沧州的吴桥县是世界著名的杂技之

乡。“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已被国家文化部确定为国际赛场，“吴桥杂技大世界”为国家

4A 级风景区，被国家旅游局列入民俗旅游景点,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参观游览。[1] 

农业资源 

沧州有耕地 1241.4 万亩，草地 60 万亩，是河北省粮、棉、油集中产区之一，全市人均

耕地高于全国和全省的平均水平，还有一百多万亩荒地。京津无公害蔬菜主要供应基地和中

国北方知名的优质牧草基地、畜牧生产基地。沧州是著名的“鸭梨之乡”和“金丝小枣”之

乡。金丝小枣、冬枣、鸭梨等土特产以其优良的品质驰名中外，是传统的出口创汇产品，全

市年产红枣近 43.5 万吨，鸭梨 46.5万吨。沧州还有待开发利用的荒碱地 200 多万亩、沿

海滩涂 52.7万亩，低产盐田 40 万亩，可全部转化为建设用地。[1] 

海洋石油资源 

全市拥有 127 公里的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是全国四大产盐基地之一；沿岸有 44万



 

亩滩涂，发展海水养殖和盐化工前景广阔。沧州境内有华北油田、大港油田两大油田，已探

明石油地质储量 15 亿吨，天然气储量 282 亿立方米，开发潜力非常可观；沧州是全国四大

产盐基地之一，盐田面积达 45 万亩，年产量达 200 万吨,是全国四大产盐基地之一；沧州

拥有 129.7公里海岸线，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已具规模，海洋生物 1000余种，盛产鱼、虾、

蟹、贝类等海产品，其中“渤海对虾”、“梭子蟹”享誉海内外。   

 

第七章 旅游景点 

沧州铁狮子 

铁狮子坐落在沧州市东南 20 公里沧州旧城开元寺前，东关村西 0.5 公里处。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较大的铸铁艺术品之一，具有很大的历史、科

学和艺术价值。 

关于铁狮子的确实来历，有许多说法，古今不一。据《沧县志》记载，相传周世宗北征

契丹罚罪人所铸，“以镇州城”。可是，后来的考据家分辩说，周世宗素不信佛，罚罪之说不

足信。流传广泛又比较合乎情理的，是当地一个有名的传说。古时沧州一带滨临沧海，海水

经常泛滥，海啸为害，民不聊生，当地人为清除这无情的水患，自动集资捐钱，请当时山东

有名的铸造师李云铸此狮以镇遏海啸水患，并取名“镇海吼”。狮身外面铸有捐钱者的姓名，

一般认为此说比较可信。 

话说古时候，沧州一代濒临大海，海中有一条妖龙，时时兴风作浪，海水上涨，淹没了

大片农田，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这一天，五台山的文殊菩萨路过沧州，

见到此情此景，慈悲心肠大发，于是就派自己的座骑狮下界降伏妖龙，座骑狮来到海边，大

吼三声，逼出妖龙，一狮一龙就这样斗在一起，直杀得天错地暗，日月无光。大战三天三夜，

妖龙逐渐体力不支，座骑狮瞅准一个破绽，扑了上去，咬住妖龙的脖子，妖龙惨叫一声，挣

脱狮品逃回海中，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于是沧州便又恢复了太平。人们为了纪念这只为民除

害的狮子，便仿照它的样子铸造了这只铁狮子，还给他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镇海吼”。 

铁狮铸造的年代和铸造师，皆铸造于狮身。狮颈右侧有“大周广顺三年铸”七字，右肋

有“山东李云造”五字。按大周（北周）广顺三年即公元 953 年，距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

史。这一件我国最大的铸铁艺术品，其体态究竟有多高大？狮身高 3.8 米，头部高 1.5 米，

通高 5.48 米，通长 6.5米，身躯宽 3.17 米。其总重量是多少？原来，传说铁狮总重量约

40 吨，1984年为保护狮身为其移位时，经过准确称量，铁狮的总重量为 29.30 吨。体积和



 

陆的演变，湿地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需要。使近数百种鸟类的“安居”

受到影响。 

第八章 名校风采 

沧州师范学院 

沧州师范学院始建于 1958 年，是沧州市建校最早的一所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当时定名

沧州师范学院，曾招收中文、数学两个专业的本科生。1962 年因经济困难撤校，1973 年恢

复重建,1984年经河北省政府批准定名为沧州师范专科学校。2010年 2月 3 日，教育部发布

《关于 2010年新设置高等学校和筹建到期正式设立高等学校的公示》，学校更名为“沧州师

范学院”。 

学校面向省内外招生，在校生达 7400 余名。多年来还担负着为沧州市及省内、外部分

地市培养、培训中学师资的任务。学校位于河北省沧州市市区，东临渤海，毗邻京津，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捷。从火车站乘十九路、二一九路公共汽车可直达学校。 

学校设有 16个教学系部，41 个招生专业，其中，师范专业 13 个，非师范专业 28 个，

涵盖人文、社科、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门类，全日制在校生 5992 人。是

一所适合当今经济发展需要，专业设置齐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 

学校教风严谨，学风优良，纪律严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各专业优秀人才，毕业生分布

在沧州市、全省、全国乃至国外教育、科研、企业事业等各个行业，多数已成为所在单位的

技术骨干。数千名毕业生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有

的被评为省、市、县级劳动模范，有的被评为河北省“十大科技杰出青年”、“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有数十名毕业生在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国外高等学府执教，成为有一定影响

的专家或学者。 

创办于 1985年的《沧州师专学报》，是沧州高校唯一的省级期刊，2004年获河北省高

校学报优秀期刊二等奖。 

学校多次荣获国家部委、省政府、市政府“先进办学单位”、“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科技三下乡活动先进单位”、“建功立业先进单位”、“文明学校”等荣誉称号。被社会各界

誉为“经济建设高级人才的摇篮”。 



 

本科上线居沧州全市第一名。 

第九章 沧州名人 

尹吉甫   

尹吉甫(?一公元前 780)姓兮，名甲。金文作兮伯吉父。周宣王时，为内史大臣，，执掌

周王室政策法令。 

西周自厉王起，横征暴敛，钳制言论，造成人心涣散，国势衰弱，四方少数民族趁机入

侵。宣王即位后，西北猃狁(古代少数民族)进犯焦、获(地名，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地区，

也称瓠口、瓠中)，攻至泾水北岸。宣王命尹吉甫为大将，整顿兵卒、战车，训练军队，于

六月出兵征伐。反击到太原(今太原西南部、甘肃固原等地)大获全胜。《诗经•小雅六月》是

记述讴歌这次战斗的诗篇。 

尹吉甫班师回朝后，又统帅军队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一带，征收南淮少数民族贡赋。

为宣王中兴起了重要作用，深受周王室的倚重，遗物今有“兮甲盘”。 

宣王母舅申侯到都城朝见，久留不归，宣王派召虎为申侯筑城，临行赐申侯车马，介圭

(大型玉制礼器)为之饯行。尹吉甫作诗《崧高》以赠申侯。诗中叙述宣王对申侯的优待，赞

美了申侯的高贵显赫。 

周宣王派仲山甫筑城于齐，以保障东方，临行时，尹吉甫作长诗《燕民》相赠。诗中赞

扬仲山甫的美德和他辅佐周王室的政绩。 

《崧高》、《罴民》都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 

后人记载尹吉甫“文以服众，武以威敌。“事业文章，炳然千古”。墓在南皮镇西黄家洼

村西南处。当地习称“将军坟”。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二月，乾隆东巡至南皮，命吏部

侍郎曹秀先祭尹吉甫墓，并立碑以志。 

墓碑于“文化大革命”中毁坏。 

扁鹊  

扁鹊，战国时医学家。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鄚（今河北任丘）人。扁鹊是中国传统

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

不顾性命者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身体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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