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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继《衡水人物志》(当代卷)出版发行之后，有关人员马不停蹄，

继续奋战，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收集、整理、撰写和多次修改，一本高

质量的《衡水人物志》(古代近现代卷)呈现在了大家面前。这本书共

收录衡水古代近代名人近400人。编撰者以极其负责的精神对每个人

传者都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从而做到了行文生动、记事准确。他

们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古人、尊重文化，以巧妙的传记手法、

以具象的细节叙述，让衡水的历史名人昂首阔步地彪立于中华民族之

林。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很有意义。这本书很实用、很有衡水特色。

感谢所有参加这本书编撰的同志们。

衡水历史悠久，文蕴深厚，人才辈出，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

留下了大禹治水的“禹迹”、“九州之首’’的冀州(现衡水冀州市)。一

代大儒董仲舒、历史名相刘幽求、边塞诗人高适、“荷花淀派"创始人

孙犁、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苟慧生⋯⋯几千年来，繁衍生息在这

片热土上的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熠熠生辉的灿烂文明，

为中华历史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面卷。

人物志乃“志中之髓”，是社会主义文化和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衡水人物志》(古代近现代卷)是一部励志教材，对全市人

民在新形势下继承优秀传统，弘扬时代精神，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

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衡水“创建园林城市、文明城市”，“建设生

态宜居的北方湖城”的伟大社会实践，具有非常积极的鼓舞和激励作

用。《衡水人物志》(古代近现代卷)是一张生动的“名片’’，有利于宣

传推介衡水，提升衡水的影响力，提高衡水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促

进衡水的对外开放、信息交流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人物志"凝聚的是精神，具有无法估量的文化力量和文化价值。

智山慧海传真火，愿继前薪作后薪。《庄子·养生主》中说：“指



衡水人物志(古代近现代卷)

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其意为：火的燃烧靠燃料。前边的

燃料着完了，后边的燃料要赶紧送上去。这样火就可以传下去，不会

熄灭。衡水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像大平原、像衡水湖、像一团真火。

这团真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去。古时的圣贤

已去，现在传火者就是我们。勤劳、智慧、善良、大度、果敢的衡水

儿女，一定会在与时俱进的今天，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

大的贡献!

中共衡水市委书记刘可为

衡水市人民政府市长 高宏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一、本书为《衡水人物志》古代近现代卷。

二、本书旨在挖掘整理衡水人文资源，展现衡水历史文化，彰显

衡水灿若繁星的杰出人才，为打造“文明衡水”促进经济发展而服务。

三、本书收录人物在时间上，从远古时代至2008年底。内容上每

人一条，字数少则几百多则几千。

四、本书主要收录衡水历史知名人物；曾在衡水工作和战斗过，

后任副部级以上职务的人物；在衡水发生的重要事件中的主要人物。

五、本书分古代部分和近现代部分，根据拟定的收录标准，共收

录383人i

六、古代部分人物以朝代编排。近现代人物均按姓氏笔i画排序。

七、本书用公历纪年，需要有帝王年号者，用括号标注公历纪年。

八、本书对人物的生卒、籍贯、官职等力求具体，但史载不详或

暂未查明者，尽可能保持历史原貌。

九、本书在文体上力求用白话文，简体字，部分古代人物的记述

尚有一定文言色彩，以能读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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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人鞠志(古代近现代卷)

比干商纣王叔父，官少师。相传因屡次劝谏

纣王，被剖心而死。《枣强县志》(1994年版)云：

“据史料记载，商末少师比干曾制裘于广郡，广郡疆

域主要包括现在的枣强县。”《辛集皮毛志》(1996

年版)也有类似记载。今枣强县南部大营一代皮匠

皆奉比干为裘皮始祖，农历八月十五日有祭比干之

俗。

1993年，大营重建“比干庙”，于农历十月十五日举行隆重的开

光庆典仪式。庙倚土山半坡，仿古建筑，内置“裘祖文财神比干之神

位”。庙中有碑，刻有《重修比干庙碑记》，记云：

今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为追念比干发明熟皮制裘之功德，继

承历史遗产，发展裘皮工艺，弘扬裘皮文化，使“营皮”进一步享誉

世界，特募资重修“比干庙”。

比干，商末贵族，少师，曾在大营一带久居。当时，此处遍地荆

棘，野兽肆虐。比干贴出告示，励众打猎食肉。并率属下涉足乡里，

经反复试验，发明熟皮制裘工艺，造福庶民，为人乐道。园纣王荒淫

无道，听信妲己谗言，被害致死。先民对比干感恩戴德，曾于841年

在大营村北修建“比干庙”一座，随日月推穆，沧桑更替，几经修葺，

废于清末。然而，皮毛业从业者们在门店及家中仍设比干神位，尊为

祖师，迄于今祈求护佑，历代不衰。

重修比干庙乃众望所归。为顺应民意，特重建庙于兹。

吕尚又称吕望、姜子牙、姜太公、太公望、

师尚父。西周初年官太师(武官名)，辅佐武王灭商

有功，后封于齐。

《史记·游侠列传》云：“吕尚困于棘津。”《集

解》徐广日：“在广川。”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

于冀州清河国下称广川故属信都，有棘津城。

《太平寰宇记·古台隋图经》云：(枣强)城北

一古台，俗传为太公卖浆台。明代所修《枣强县志》云：“城北十二里

!!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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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仓口，相传太公避纣时筑台卖浆于此。今遗址尚存。”

明清时，枣强县署置太公祠，与董子(仲舒)柯并祭。清知县方

宗诚曾于敬义书院设“见知阁”供之。文人骚客多有吟诵。

羲
窦猗房(前205前135) 西汉时观津(今武

邑县)人，出生于贫困家庭。西汉高祖时期，以良

家女被选人宫，后被吕后赐予代王刘恒为姬。文帝

元年(前179)，代王刘恒继承帝位，为汉文帝，窦

t 姬被封为皇后。景帝元年(前156)，文帝去世，长
’

子刘启继位，为汉景帝，窦猗房被封为皇太后。武

帝元年(前140)，景帝去世，刘彻继位，为汉武

帝，窦猗房被封为太皇太后。卒于武帝建元六年

(前135)。窦猗房先后当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

45年之久，协助皇帝治理国家，对巩固和发展西汉政权起了重大作

用。

前205年，窦猗房出生在古观津一个贫困家庭里。其母早逝，其

父窭充年轻时正值秦末汉初的战乱年代，常年以打鱼养家，有一次不

慎落水身亡。身后留下一女两男，女孩就是窦猗房，两个男孩分别是

猗房的哥哥窦长君(窦健)、弟弟窦少君(窦广国)，三个孤儿相依为

命，日子非常艰难。

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吕后当权，她在全国征集宫娥，当时窦氏正

值青春年少，很快以良家妇女被选人宫中侍候吕太后。不多久，吕后

计划赏给诸侯王五名宫娥，猗房得知这～消息后央求内侍主管将她分

到赵国老家(当时观津属赵国)，目的是能见到哥哥和弟弟。谁知道偏

偏把她分到了代国(今山西雁北一带)侍候代王刘恒(刘邦的薄夫人

所生)，成了代王的妃子。在宫娥之中，刘恒偏爱猗房，遂渐称为窦

姬。窦氏为代王生了两男一女，长子刘启，次子刘武，女儿刘嫖。

窦氏虽为王姬，但她处处保持着良家妇女的传统美德，不仅穿戴

朴素大方，并且事事亲自劳作，尤其是对儿女教育有方，对宫内左右

既虚心又热心，因而颇受众官拥戴。窦猗房在宫中所体现出的这些优



衡水人物志(古代近现代卷)

点及长处，为以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代王刘恒的正夫人生了四个儿

子，窦氏自叹不如，就更加尊敬代王和夫人，小心翼翼地侍奉着刘恒

及正夫人等显贵，与此同时，她严格管教自己的儿女，叮嘱他们时时

刻刻听从正夫人驱使，听从四个兄长的召唤。正夫人过世后，刘恒就

把窦氏当成夫人看待，刘恒之母薄太后也格外看重窦氏及其子女。

吕太后死后，朱虚侯刘章和大臣周勃、陈平诛灭了专权的外戚吕

氏兄弟，打算选一个贤明的皇帝。身为刘邦之子的刘恒德才俱备，文

武双全，刘恒的母亲薄夫人一向小心谨慎，从不垂帘听政，母子俩的

高尚品德博得官爵们的赞赏。为了避免重蹈太后专权之覆辙，诸臣议

定刘恒为皇帝，史称孝文皇帝。刘恒继帝位之后，原夫人的四个儿子

相继死去，窦氏被立为皇后，又经大臣们劝说并征得薄太后的同意，

窦氏的长子刘启被立为太子，幼子刘武被立为代王(后曾改封淮阳王

和梁王)，女儿刘嫖被立为馆陶公主。为了满足窦猗房怀念父亲的心

情，薄太后还追尊窦充为安成侯，其夫人为安成夫人；同时命令“有

司’’为窦猗房之父窦充建陵修墓，并置园邑三百家，由地方官员长丞

奉守。窦充淹死的池塘被填平后筑起一座高大的坟茔，高约百米，周

长百米，同时建了庙宇，远远望去，颇为壮观。

窦氏虽贵为皇后，但时刻惦念着哥哥和弟弟，薄太后对此深表同

情，就吩咐文帝刘恒想方设法寻找窦氏兄弟。文帝下诏全国寻查，不

久猗房见到了哥哥窦健和弟弟窦广国。

从此以后，汉文帝让两个国舅住在京城长安，并赐予金银、房屋

和田地。周勃、陈平等大臣鉴于吕后专权乱国的教训，专门选择了有

节操德行的人做国舅的先生，与他们吃住在一起，以接受良好的教育，

窦氏兄弟俩也明白其意，既不过问朝政，也不以富贵权势待人，史称

“退让君子"。

汉文帝刘恒死后，太子刘启继位，这就是汉景帝。这时窦猗房被

封为皇太后；其弟广国被封为章武侯；因窦健死得早，便封他的儿子

窦彭祖为南皮侯。但有一点，这些皇亲国戚只享受朝廷俸禄，而不理

国政，这也体现出窦太后的开明。

汉景帝去世后，窦猗房的孙子刘彻继位，这就是汉武帝，刘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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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为太皇太后。武帝当政六年之后即公元前135年，窦太后病逝。

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岁月中，正值西汉由内乱到强盛的时期，也就是历

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时期，窦猗房以孑L子、老子、庄子、墨子、

韩非子等诸家的学术思想作为辅佐三位皇帝安邦治国的指导原则，并

继承和发展了商鞅变法的一系列举措，重奖辟地有功者，大力推行井

田制，在巩固和发展西汉政权方面，窦太后功不可没。

缍
窦婴(?一前131) 字王孙，西汉观津(今武

邑)人。是窦太后的侄子，以功封为魏其侯。汉武

帝时官丞相。前131年，受皇戚新贵田蚴诬陷，被

汉武帝杀害。

窦婴性格刚烈，为人正直，不阿谀奉承，不依

附权贵。窦太后是他的姑母。窦婴却从不以此为荣，

也不因此而骄横，更不靠此升官加爵，世人皆称其

贤。尤其是他想问题，处理事情，处处从国家大局

出发，不图名利，甚至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为维护

景帝的封建统治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开皇亲国戚

高风亮节之先河。窦太后最钟爱的少子粱孝王刘武，从小聪慧，甚得

文帝和窦后宠爱，但因不是长子，未立为太子。窦太后一直不甘心。

这点汉景帝是知道的。一次在设家宴招待粱孝王时，景帝为讨母亲喜

欢，说：“我准备千秋之后传位于梁孝王。”这正合窦太后心意，刘武

也十分高兴。没想到在旁陪客的窦婴却反对说：“天下者，高祖的天

下，父子相传，是祖之约法，您怎能擅自改变呢?”一番话不仅惹怒了

梁孝王，连窦太后也愤恨不已，遂罢了窦婴的官，除去了他的窦氏门

籍，不得入朝随亲属拜见窦太后。

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叛乱，大兵压境，满朝震动。在这危急

关头，汉景帝不得不重新启用窦婴，任为大将军，赐黄金千两，让窦

婴同太尉周亚夫共同统兵平叛。作战中，窦婴冲锋在前，沉着指挥，

与周亚夫配合默契。同时，他任人唯贤，重用有功人员，并将皇帝赐

的金子平分给卒士享用，深受大家拥戴。由于窦婴挂帅出征，很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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