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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 j 片专
员结即民间的风俗，是广大~众所剖造租传承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

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它起摞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

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展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员

俗一旦彩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租岳理的一种基本力量。民倍

是文化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民胡文化。

就概念司言，民俗是一门针对信部、风倍、口传文学、传统文化及思

考模式进行研究，来阐明这些黑搭现象在时空中流变意义的学科，这也是

学术模念上表述的民俗学。民结学与发生在我盯窍围的各种生活现象息息

梧关。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可能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对整个社会具

有多大的意义，也不清楚自己在5常交流中所展现的一切对文化的传播和

保存起了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但是，有关人类活动的一切结节，都可以

作为民俗学者的研究对象。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谚语、谜

语、绕口令、员间歌谣、史诗、家族最i度，社会制度，婚丧嫁娶、祭祀、

迷信、游戏、民间舞蹈、民族音乐、民向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

主教、伊斯兰教、灵魂转世、妖怪、占卡、巫术、民俗疗法、民间美术、

民间饮食、员倍跟饶、民间建筑等，都在其研究之到，商旦其中包含和传

达着重要的文先信息O

此外，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捂对民结事象的理论探索和揭

释，对~锚史和民锋学史的研究与叙述，对民俗学方法论和民俗资料能收

集保存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的探讨，并将理论员结学、记录民俗学、历史

民搭学视为员俗学结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展对于民结及其学间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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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虱豁传统记录于来，并且

据有丰富历史民筒文献的国家。中国历代学者积累了大量民倍资料，提出

了一系列很有学问的见解。大约成书于先秦至西汉的《山海经)，记载了

丰富的神话、宗教、员族、民间医药等古民豁珍贵资料。东汉时期产生了

专门讨论风甜的著作，妇应酷的《风俗通义》。魏晋南~t朝时期产生了专

门记述地方风怪的著作，如晋代周处的《风土记) ，梁1-t宗憬的《费i楚岁

时记》等。隋唐以来，全部或部分记录风挡习惯及民间文艺的书籍更多。

缸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俗学著作的诞生，是在在新文化运动之后。 1920

年北京大学或立"歌谣研究会" 1922 年创办《歌谣》属霄，首次揭示研

究歌谣的目的是文艺的与民俗学的。 1928 年初，中也大学正式成立"民俗

学会"出版民俗学期刊租丛书，并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影自由颇大。 20 世

纪 30 年代初，杭州又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继承并发展了北京大学和

中山大学这方面的学术成就。从 20 年代翼铅年代末，产生了一些优秀的

学者和著作，如顾蘸醋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上江绍原的《发须黑)，黄班

王番的《吸烟卖l结传播考上《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以及黄石、闻一多等关于

神话和传说的研究论文。抗吕战争期闰，在西北的民主政权领导下的抗 5

根据地，由于毛泽东提倡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并指出民l哥自有文化的优点

和对它学习的重要，因而在西北并扩及到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搜集和运用

民胡文学艺术的热潮，给"五四"以来这方面的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形

成了新的科学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j北巳京成立了"民闰文艺研究会

研究和组织队伍等工作，出版了《民间文艺集刊上《民间文学》等刊物和许

多歌谣集、故事集。 50 年1-t后期，配合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有关部

门组织力量，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进

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十一窟三中全会以来，民俗学活动

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不钗成立了中居民结学会，一些地方也梧继建立起

民豁学团体。有些地运的博物信还建立了民结学部或开5年了民俗学资斜展览

会。专业队伍日益扩大，相关论著屡屡推出，对外交流更加频繁，学者对民

结学理论方法的思考和探索持续深入，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不断

增强，并主动参与学科闰对话，积极谋求用自己富有特色的知识生产服务于

民族文化事业的建设，从商使民俗学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越来越被认可为整个

社会科学的有极组成部分。这是→种盛世现象，它说明，民搭研究越来越多

地受到了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关注，它不是仅仅停留在民间和百姓自常生

活中，进入到了→个崭新的繁荣发展时期。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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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国一些现代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匮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

一个罢摇大国。很早就有了采现问蓓的政教传统，同时，有关民锚的记载

和整理工作在古代也有着显著的体现，……从《诗经·国风》、诸子百家

之言，到两汉史书都有琵俗的见解与民俗的记述，此后两千年间，无论是

理论的罢倍学，还是记录的畏锚学，在学术上都有很多的和累。这种历代

传衍的民俗记录和民俗解释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学术传统。"

可以说，正是这一特定的学术传统，陆予了中国民俗学无论在发生学方画

还是在学科设置方面都有别于西方罢俗学的鲜明特征，也成为了构建中国

员俗学摄的重要依据所在c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发景的迅速撞造，在民俗学研究领域有一个

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区域民结文化的研究异军突起，并展现出强大的生

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寐。甚至于人们每到一地旅游，单要把民俗放

在徨高的位置。相对于自然风光、人文政贯而言，民倍旅游大有后来罩上

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民结文化的研究及其学科的迅速发展也就是情

理之中的事情了。

还有一种与之不同的现象是，传统民俗在民众特别是在青年一代的司

常生活中，吕趋式傲，旦越来越让他们感到陌生，许多地方性民俗，掠如

果问闰当地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很茫然地看着你，无以作答。传统民倍

在广大民众生活中的实际失去或者发生的变化，正在深隐的层噩上，说明

着中国民众自我身份的日渐模糊。研究民俗，不是将民俗置人博物馆供人

参观、怀阻，雨是研究我们今天员众的真实韵生存、存在形态，并在这一

研究中，重新确认中居民众的自我身份。

正因为如此，当传统民俗离我们今天渐有渐远之际，我们首先是要梳

理、澄清传统的民俗形态是什么，知道我的是从哪里来。我们还要因此站

在今天，从今天的维度出发，看看这些传统民俗还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存

活多少，失去多少， 1可以存活，又伺以失去，从而说明我们今天能存在形

态，确认自己曲身份，并进而判定我官]今后将要向何处走去。

这说明，无论是站在文化发展的层面还是站在时下年轻人的思想意识

方面而言，开展对于区域民锚的研究无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租现实意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中，专制集权文化一向占据着统治位置并作

为负能量影嚼着我们的存在，这是人所共知的不争的事实。但民俗的区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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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却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作了解构作用。民谚云:深山出俊笃。其中的道

理也正在于深山是专制集权难以深入达到的地方，从西给生命的自由实现以

更多的可能，让生命以不前于专制集权文化"强塑"下的生命形态的形貌出

现。正是民倍的区域性，使不同的生命形态、风貌，有了突硅专制集权文化

束缚而存活的可能，并因而实现了如同美丽曲大自然一样的多姿多样性。马

克思曾经说过"你扪赞美大自然悦人心吉的千变万化租无穷无尽的丰富宝

藏，你钉并不要求玫境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的为什么却要求世

界上最丰富的东西一一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7" 精神是这样，人的生

命形态更是这样，市民搭的区域'在，则在这个方面提供了正能量。

在文化概念中，存在着弱势区域文化与强势区域文化的差异。就这域

民俗文化而言，一般说来，经济强势的区域，其文化亦为强势文化，反之

亦然。弱势区域文化在面对强势这域文化时，往往以强势区域文化作为自

己学习、效法的榜样，从雨失去了自身的民结文化G 譬如，我国现在有些

人对西方的情人节、平安夜、玫瑰花，对西方人的衣锦打扮、待人接物、

礼仪举止的重视，超过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表现的重挠。离类的学

习、效法，有时会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这就是西方后现代所说的"东

方主义"即东方究竟是东方人的东方，还是西方人跟中的东方的问题。

譬如，当西方赞美中国传统的风土人情、风物风情，如农家小院、四世国

堂、乡间野景、北京胡同等等时，中国民间也就会将此视为难得的美好而

倍加重视，如果没有西方人的赞美，则未必如此。弱势区域文化与强势区

域文化这样的关系，是需要我们给以相当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的。

解读区域民俗风情，应该用先进的现代理论对区域民俗进行价值观

照，以解其"神"的"密码"打开其"神"的"黑箱子"这在当前是

区域民俗研究中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很多人之所以认为研究区域民结只

是搜集民间史实，没有学术思想深度的误解，显然与此有关。这也向每一

个民结研究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怎样使我们的传统民倍研究

走向新的高度，提升理论价锺和价值观念，多出成果，多出精品，就成为

当前民倍研究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在这里，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这本书的主编董海林、李广商位学者站

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试盟运用相关的现代理论来研究部部的区域民结现

象，不钗撞理了某种民怪现象的来龙去眩，而且在价值层面上也进行了理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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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的探讨，并且这种探讨有一定的深度，这是一个新的突碟，也是这部

著作的难能可贵之处。

这部书的意义还在于对历史民搭的整理与控握。传承性是民搭的根本

特性，任前一斡民俗事象在当下的影态都是历史权洼的结果，因而对任何

一种民豁事象的研究，都应该注意它的发生、持续和变化，都不能怒略它

在历史上的存在状态。马克思曾经说过"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

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彭态，并探究这种彭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

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毅述。"这段话同样适应于民俗

研究。要扎扎实实撞撞进民俗研究，就不能不对我国历史民信文献的分

布、不i可种类的历史民俗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民俗文献作为研究资

料的真实姓及其字句文义等有全面准确的把握，商这必然有赖于用现代员

俗学的眼光对历史民俗进行专门研究，必续做细致的班别、校勤、辨伪、

注释、辑挟等工作。因此，深人挖摇畏结茄史并进行系统总结，不仅是中

国民俗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旦有利于对中国现代民俗发生的理解，乃

至可以为中国民倍学在未来的发展提供某些借鉴意义。

近代以来的中医，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昂，处于现代化、城市化、商

业化的进程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生发于、成长于、适$L于传统农业社会的

民俗文化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雷对现代化工业社会产生出来的薪需求表

现出种种的不适应性，另一方面意味着大量新风的涌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

前，由于总体上人们一方面热衷于树新风，一方面过分夸大了民俗传统的不

适应佳，忽视了它具有缸造性转化的可能，民俗传统被武断地置于现代性的

对立面，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遭受鼓押乃至"革命"处于不断弱化和边缘

化的境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中吕开始的思想解放、社会变革

和生活自主性的增加，传统民豁又重新以光明正大的姿态进入百姓的 B常生

活之中。部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块更给予了传统畏搭复兴的理由和契抗。在

这种情况下，以地方性为基本特征，具有重要认同价值的传统民锚，就得至5

重新评桔和强调，复兴的态势也愈发握烈起来，在国家层哥也启动了文化遗

产保护工程。在这样一种时代环境之中，如何从整体上看待民结文化，不仅

关系着当代的民俗文化建设，也关系到民俗学科在未来的生存发展问题，对

此，我妇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引导民俗文化研究向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推

动民族文化的进步。

是为序。

2013 年 5 月 6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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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基本藏况

第一章基本概况

第一节地理位置

部韩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自林城市、全

国双拥模范域和中国成语典故之都，医务院批准的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较

大的市"和市区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级别壤市。

郎单在市位于河北省南端，地处东经 1140 03' - 40'，北纬 36020' - 44之

间，西依太行山脉，东接华北平原，与晋、鲁、豫三省接壤，现辖 4 区

〈苦苦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 I 市(武安市)、 14 丢〈部韩县、

韩漳县、成安县、大名县、涉县、磁县、肥乡县、永年县、邱县、鸡泽

县、广平县、曲属县、魏县、语陶县) ，总菌积1. 2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963. 5 万人。

部辑区位交通条件优越，位于晋、冀、鲁、豫园省要冲和中原经济区

堕心，在西省交界区是唯一的特大级别城市，与石家庄、太原、济南、郑

州四个省会城市的距离均在 2∞公里左右，与北京、天津等大都市的距离

均在 5∞公里以肉。郎郭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为我国三大经济匿所环绕，

东进与长三角经济匮梧接，南下可与珠三角经济匮联系， ~t拓与环渤海经

济圈近邻O

部郭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交通便利，练穿中国南北的京广铁

路、京港摸高速公路、大广高速公路、 106 国道、 107 国道与横贯祖国大陆

东西的长治一悔单在一济南一青岛铁路、青兰高速公路和 309 国道交会于部

郭，境内影成了"五纵五横"的干线公路网络，郎郭杭场于 2008 年通艇，

是型家重点发展的子线在场。在四省交界区域中，唯有那郭其备铁路交

叉、国道交会、高速纵横过境和航空港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条件。

第二节 自然地理

苦苦郭市地处中辑准地台的华北拗陷和山西台背斜二级构造单元的复合

结合部。出露地层自西向东由老到菇、依次为太吉界赞皇群元古界震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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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古生界寒武系、要陶系、石灰系、二迭系，中生界三迭系，新生界第

三系和第四系，踪石灰系、二迭系、第三系地层大部被第四系地层覆盖

外，其他各时代地层出露良好，具有比较完整的剖面。本区岩浆活动以佳

人为主，岩体是人为南北向和北、北东肉， f~层状侵人于奥陶系或二迭系

地层中。在漫长的地史时期，境内经历了多种构造体系的复合和干扰作

用，致使构造类型复杂多样，主要构造为燕山运动时期的产物，以断裂为

主，禧皱次之，伴有多攘的岩浆活动，西南彭成了太行ÚJ台背斜、鼓山背

麟、和村向斜等禧皱和部郭断裂、紫由鼓山断裂、武安断裂、刘家河新

裂、土木河井店断裂等大中小型近千条新裂掏造。由于断裂挤压、禧皱和

中生代凹陆的影喝，构成了华北沉薛带、康二域峰峰地垒、武安彭城断陷

盆地、贺进徘锢边垒等上升与下降地震块体。同时，由于岩浆活动形成了

多处南北向串珠状的浅成一中浅或火成岩侵入体，构成了悔辖市地质与地

辑的基本骨架，燕山运动以后，西部山区不断遭到事j蚀夷平，东部下沉不

断接受堆棋。以上各形迹在喜马拉雅运动时期又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由于强烈的梅造运动、岩浆活动、变贯作用和外应力地质作房的综合

影响，在境内形成了种类繁多、储量可现的金露和非金属矿产资源，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资摞基础。

那郭市位于全国地势分区中的第-阶梯租第二除梯的过渡地带、太行

山和华北平原的交会处。其地势自西向东呈段梯状下降，高差悬殊，地貌

类型复杂多样。以京广铁路为界，西部为中、假山丘陵地貌，东部为华北

平原。海援最高 1898. 7 米，最截 48. 7 米，相对高差 1850 米，总坡降为

21. 4%0。按撞貌形态，全甫自西向东大致可分为五级阶梯:西北部中出区、

西部纸山区、中部低山丘陵区、中部盆地区、东部洪积冲积平原区。

部郭市境内山脉，属太行山余踪，主要分布在武安市、涉县、部郭

基、峰峰矿区、磁县之内。其中有老爷山脉、小摩天岭山妹、十八盘山

踪、横行诸出脉，鼓山、紫出5章、神屡山脉以及少量平地突起的山峰。

部嘟甫的水文分地表水与地下水两部分。地表水主要源于大气降水形

成的地表径流及其由泉眼涌出形成的溢阳河基流，此外还有部分过境客

水。全市年径流总量为 2. 39 缸立方米，径流深 85. 9 毫米，河流、水库、

坑塘水域面积为 43699 亩。

部辖市的河流属海河水系，由于地面坡度很大，降水集中， 1可jJ!较为

发育。流长超过 10 公里的河流有 10 条，总长 40型. 6 公里。大多发源于西

部出区，自西流向东或东北。以鼓由主峰向西，以及鼓山至紫山隆起带为

分水岭，东南主要为洼韶河流域，西北主要为洛窝流域。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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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辖市的地下水，由于地虚构造与地貌条件的差异，形或不同类型的

潜水区域。主要有西北部里硬岩裂隙潜水区、中部可洛岩类岩溶裂隙潜水

旺，武安盆地第四系岩层裂隙水租孔隙水压水，中部闪长岩、砂岩、页岩

裂隙*区，也前洪族冲积平原孔陈水区。

郎单在市属暖握带大站住季风气候，四季分畴。春季风多干旱，夏季炎

热多雨，秋季温和凉爽，冬季寒冷干蝶，年平均气温 13. 5宅，最冷月份

(l月)平均气温 -2. 3'C，摄端最低气温 -19'C ，最热丹份 (7 月〉平均

气温 26. 9'C，极端最高气温 42. 5'C，全年元霜期 2∞天，年 5 黑 2557

4、时。

部郭境内自然植被类型可分为针叶林、阔叶林、灌木丛和灌草丛、革

甸、沼泽植被、水生植被 6 种类型。郎单在市的森林植被主要分布在西部由

区，草丛植被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区的海谷和荒坡，草甸撞被则遍布全

境，招泽植被和水生植被主要分布在东部潜水洼地。亚热带树种漆持在西

部山区有着广泛分布。领春木和太行花为留辖市特有的植物物种。据不完

全统计，全市植物分 121 科 1146 种，其中栽培植物达 150 转。部韩栽培植

物资漂主要作物有小麦、玉米、稻谷、梅花、花生等，素有"冀甫粮仓"、

"冀南棉海"美誉，是全国主要的粮棉、禽蛋、蔬菜生产基地，主要土特

产品有核棍、柿子、花板、鸭梨、大蒜、辣椒等。

部郭市野生动物主要为陆梧脊椎动物，其中马类较多，两栖类、黯行

类和兽类较少。较大的兽类几近绝迹。喃乳类有豹、猿、弧、灌、狸、野

兔、黄鼠猥、剌渭、水绍等。马类有麻雀、鸽、喜鹊、燕子、猫头鹰、

雕、雄鸡、石鸡、乌鸦、鹊辑、啄木鸟、布谷鸟、画眉、黄黯等。鱼类有

鲤鱼、草鱼、鲤鱼、蜒鱼、泥辣、青鱼等。腮行类有龟、鳖、壁虎等。

部郭蕴藏有种类繁多的矿产资源，是全望著名的煤和高品位的铁矿石

产茧，拥有丰富的"两黑"一一煤、铁资摞，煤炭租铁矿石锚量分别达到

40 亿吨和 4. 8 亿吨，被誉为现代"钢域\"煤者在"。其中煤炭储量丰富，

煤种齐全，煤贡较好:铁矿品位高、有害杂盾少、可选性好。此外，还有

较为丰富的菲金属矿资源如铅矶土、酣火土、疏铁矿、含挥砂页岩、碳石

等 40 种以上矿藏。各种矿产地 200 处。

第三节人文环境

部郭历史悠久。"部郭"之名，最早出现于古本《竹书纪年》。战昌币

铭文有"甘丹"。甘苦韩地名的出来，现以《汉书·地理志》中三国时魏吕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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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张晏的注释为源"悔韩出在东城下。单，尽也。城廓从邑，故加邑

云。"意思是说，即单苦的地名源于部单靠山，在郎草草的东坡下，有一崖山，

名叫部山，单，是由踪的尽头，部出至此而尽，因此得名部单。因为城郭

从邑，故单旁加邑(们司成为悔辖。部郭二字作为地名，三千年沿用不

改，是中嚣地名文化的一个特倒。

传说上古时期，人类始祖女娟就在部草草古中皇出持土造人、炼石补

夭。一万多年前，新石器早期的磁山先民就在这里繁街、休养生息，开启

了农业文畴的新纪无。

部郭的城色，肇起于离殷。在商代早期建都于邢(今邢台) ，后迁都

于殷(今安招〉的数百年阔，部单靠均为最辅之地。古本《竹书纪年》中，

就有商末殷纣王在部韩建"离宫别馆"的记载。至迟在殷纣王时期，白宫单在

一名就5经出现，证实悔韩古城距今已有 31∞多年的建域历史。

部郭之域在西周时属于卫嚣，春秋时为晋跑，当时郎韩已是闻名遐远

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著名城邑。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 500

年) ，晋国正卿赵鞍(赵筒子〉己将部郭纳入自己的势力革围，从此，部

单E要成了赵氏的世袭领地。战国时，赵敬侯元年〈公元前 386 年)将赵都

自中牟(今河南鹤壁茜)迂徙到那辑，那郭作为赵国的都域，历经 8 代王

侯，延续了 158 年的繁华时期。特别是一代明君赵武灵王，开改革之先泻，

实行"胡摄辅射"的军事改革，富国强兵，国势大盛，雄踞战国七强之

列，使赵国成为可与强秦抗衡的国家之一。

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 228 年〉秦军破郎郭，赵王迂降秦，郎郭属秦

窜，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 年)秦灭赵国。次年，秦始皇统一六菌，将全

国分为三十六郡，甘E韩是那鞠郡的首商。汉高祖匹年(公元前 203 年)立

张耳为赵王，都城仍设于那郭。丸年， :XIJ邦封其爱子如意为赵王，并重建

那郭富域，富国堂皇的温萌殿即建于此时。一直到西汉暑期，那郭城有

"富冠海内，天下名都"之称，是除国都长安之外，与洛阳、 I自淄、成都、

宛(南国〉齐享全国五大都会盛名，从战国到东汉，即郭兴盛长达 5∞年

之久。

东汉末叶，豪强并起，害G据混战，部郭罹难兵费灾祸，开始走向衰

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 年) ，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国公，子邮域建都。

在经济上实施屯E安民，大兴水利，营建魏都，开修道路。魏部的营建，

以中轴为对称法赔著称于世，并惨建了铜雀、金风、冰井三台。西晋左思

所作《魏都贼}，正是描写路域此时的繁华景象D 部郭此对治为普通的县

城，隶属于魏郡。三国魏黄初二年〈公元 221 年)部部属广平郡，东晋后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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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大名却在意五代时销然兴起。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 ，作为魏

州首府的大名己发展成为黄河以花较大区域的中心城市。公元 758 年，大名

建为魏博镇，后称魏州大名靡。五代时，在大名设天雄军节度使。公元 923

年，李存勤在魏ffl( 今大名〉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后唐庄宗。

宋王草草建立后，宋太宗将天下分为十五路，部单在县属河北路磁州，雨大

名为南北路治所{省府)。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 1042 年) ，建大名为陪都，

称北京。大名至馆隔一带，是宋辽交兵的古战场，这皇曾演绎过一幕幕威武

雄壮的历史活醋。到金暂时，大名曾为藩国大齐的都域，公元 1130 年刘豫在

此称帝。至元辑，这里仍为大名路总管病治，依然是部郭东部的繁华重镇。

费太祖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 ，在全国设置十三省，部辑县属北直隶省

广平府。清朝因袭明市!称直隶省，悔韩县仍属广平府管辖。确清时期部郭

一带的政治、经济中岳是在广平府城(今永年老城〉。民国初，废广平府，部

郭县属直隶省冀南道，1928 年，直隶省政为商北省，那郭县直归省辖。

在就 B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部辑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哈地带。:X1J铛

承、邓小平率八路军 129 师转战千里太行，旬建了以郎郭为中，合的晋冀鲁豫

解放区，从此奠定了部郭作为晋冀鲁豫园省接壤区域中JL.'城市的基础。 1945

年 10 月 5 日，悔郭城获得解放，从此这座饱经沧桑、历尽三千年盛衰荣辱的

吉域终于换了人间。部单F解放后，由韩县城始建为部郭市，直属晋冀鲁豫边

区政府〈政府设在那郭甫) 0 1949 年 3 月，撤消部辖市，辞为那郭镇，同年 8

月，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设立了那郭专茧，甘苦韩镇划归河北省部郭专区管

辖。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韩镇仍为那韩专区专署驻

地。 1952 年 12 月 22 B ，那郭镇复升为部韩市。 1954 年改省辖市。 1956 年

蜂蜂市并人郎草草市。 1983 年部郭县并入部郭市。 1984 年改为省辖市。 1986

年武安县(后改市)划归部勒市。 1993 年，经昌务院挝准，撤消部郭地区，实

行地市合并，将那郭地区所辖各县划归部郭市管辖，称部郭市。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即韩已由解放和期一个人口不足 3 万的小镇，

逐步建设或为一个城市人口超百万的薪兴繁华都市，在毛主席当年预言的

"郎辑是要复兴的"道路上，正一步步走向辉煌!

悠久的历史，黯予了部部光辉烛烂的文化，也为吉赵大地留下了极其丰

富的名姓吉迹。据资料显示，部郭经过第三次全匾文物普查君，全市共有文

物遗存点 5∞0 余处，成为河北省和全盟名副其实的文物资握大市。截至到

2013 年，在这些重要的文物遗存中，吕前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4 处，河

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22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05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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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处。其中有许多古迹萤声海内外，诸如磁出文化遗址、赵苦苦草草故城遗

址、邹城遗址、武灵丛台、响堂也石窟、娟皇宫及石磊、北朝墓群等。郎单在还

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和红色撞撞子胜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八路军→二九师司

令部18址、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旧址等，构建起缉商多彩的历史文化景

观。此外，由于郎韩独特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在其境内还遗存有众多的自然

景班。

第四节历史文化

白宫郭历史悠久，铸就了其辉煌她走的文住底蕴。郎草草以其独特的文化

魅力被国务爵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域。

郎郭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并棋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现象，这是

先人留给部郭后代子孙的→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王是这些财富和资

源，梅筑起了悔韩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成为那郭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这

是部郭一笔独具特色的无形资产和巨大财富，是郎辖的"根"和"魂"保护

好、利用好这些珍贵的资摞，对推动郎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帮有着重要的作用。藏捂起来，那郭历史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

部分。

女魏文化:在涉基的古中皇由上坐落的娼皇宫，传说是华夏始祖女娓氏

"嫁石补灭，持土造人"的地方。娟皇宫因此丽得名。国女娟持土造人，又是

人类的创造者，故被世人尊称为"华夏祖庙"。娟皇宫建造在悬崖硝壁上，部

楼离悬，梅造奇巧，被称为河北古建筑十大奇观之一。从娱皇宫开凿的石窟

和摩崖刻经考察，它始建于北齐天保年|词，距今已有 1450 余年，后经历代相

继扩楼，逐渐形成今目前规模。相传农历三丹十五日为女娟的诞生之日，每

当此时举办娟皇店会，来自周边数省的游客云集此地祭祀女婿。千百年以

来，流传在这里的黑风自信、民!可信仰和神话传说形成了丰富的神秘文化，

在中京大地远远闻名。以娟皇宫为代表的女娟文化，展现了女娟在洪荒之

世，与自然抗争、改造自然、造福苍生的不屈精神，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的民族精持。

磁山文化:磁出文化是我国薪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是我国以粟作农业

和定居生活为特点的原始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表现出人类利用自然、与自

然相融合的奋斗精祷，因最早发现在武安的磁山遗址商命名。经科学揭定，

距今已有 80∞多年的历史。 1976 年开始考古发握，出土悔、石、骨、蚌器

5∞0 多件和大量家禽家畜、胡桃等动植物标本，还发现了炭化的粟约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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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汗，磁出被确认为是重界上艘食作物一一粟的最早发摞地，还是中国家鸡

和中原核桃最旱的发现地。农作物"粟"(谷子)、家鸡和胡桃〈核桃〉三大发

现，不仅反殃了磁山先民在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为人类生存与发展

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并改写了我匮乃至世界粟作农业、家鸡驯养和核桃产地

的历史。以陶质平底孟、鸟头影支脚为特点的生活用具，以石制斧、铲、磨

盘、磨捧为特点的农耕布脱粒工具，以长方形坑穴为特点的粮食害穴，以陶、

石器"组合物"为特点的祭程遗迹等，构成了磁山文化独特商丰富的内涵。

磁出文化被誉为"中华瑰宝"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

赵文化:以"胡摄骑射"为代表的赵文化，其基本内涵为开放、进取、包

容，展现出赵国在逐窟中原时所表现出的改革创薪精神。她是中华员族古

老文化的摞头之一，是华夏文化与北方草原静牧文化的交会、噩合和升华的

结晶，具有中原华夏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构成的二重性，集中反映了北方地

区诸民族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她丰草博深、魅力四射、光影照人，是部郭地

域文化中的代表。赵文化滥籁于春秋，兴旺于战圈，延续至两汉，在历史的

长湾中流淌至今，彭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韵。这里产生了发达的冶铁、市i锅、

制陶等手工业，影成了繁荣的城市商业贸易，孕育了苟子、公安县龙、镇到等一

代学术大膊，涌现出赵武灵王、廉颇、葡梧如、赵奢等一批镰慨悲歌的英雄人

物。它与燕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模貌。赵文化其主琉内涵

是"开拓进取，竞争图强，兼收并蓄，改革创新"贯穿其中的以人为本、广撞

贤才、理结向上、忠勇报国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解放思想、改革开鼓仍然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曹魏建安文化:位于临漳县西离的吉都城遗址，是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

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在东汉末年至陪统一的 400 年间，

为北方著名的古都，曹魏、后赵、冉莞、前燕、东魏、北齐梧继在此建部。战国

时期因西门辑治部而显名于筐，东汉末年孕育出了文学史上璀臻的"建安文

学"。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在那城聚集了以曹氏父子朝建安

七子为主体的"部下文人集嚣"辞服慷慨，读诗论文，开一代风格则健、情调

激越之文风，留下了大量的词黯文论作品，在中国文化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地娃黄湾之北的郭城，散布在漳湾之滨的百余痊东魏北齐皇陵租

众多的寺庙遗址，书写着它曾经剖辉主皇。铜雀三台和监域的建筑格局，对睛

唐长安都城、元大都(北京城〉、日本奈良域乃至后世的都城建筑都产生过重

大影响。以邮城为钱托的建安文化，是建安文学的摇篮，民族融合的结晶，

中国文化史的奇观。

北齐石窟文化:以响堂山石窟和娟皇宫石窟为代表的北齐石窟文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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