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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 17日，大型文献片 《千年古县·武强》 在武强年画博物馆举行开机仪式

2006年10月 26日，刘金英到北京参加"千年古县一一武强"授牌仪式时，
与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李炳尧主任合影留念

一



2004年4月 21 日，在杜林村

村南发现"东周时期的独木舟"

3町

2010年5月 18日，河北省

文物调查队考察周窝村南"商

代古村落遗址"

W 73 : 飞毛 2010年5月 18日，在西刘堤村
江M飞aJ生溢tv-4ι:二 村北发现2500年前的一口"古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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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沙村明代皇窑遗址

大王庄村出土的宋代古墓

衡水东明村"真定府晋州武强"石佛像



农耕时代的民间舞蹈"打花膀"

古画师"恒画"创作的武强年画《烹茶鹤避烟》

"健身、保家、卫国"的武强梅花拳



"王代时期"建武强街关

县城时的民工分活界砖

武强出土最旱的"隋代

李绍祖墓志铭"

东岔河村出土的明代

"群体石佛头像"



市县文物工作者在古代

武隧遗址考察

中央电视台拍摄宋代杨六郎

溃水阵"长城堤"遗迹

清代乾隆御赐北堤南村张氏

家族的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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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县式化拗jJ 禄色崛起

徐沛全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刘全英同志挖掘、整理的《千

年古县一一武强》一书即将出版，这是我县宣传文化战线上的一件新事。

2006 年，我当时还在县民政局工作，在向国家民政部申报"千年古县"这

一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极强的项目时，邀请刘全英同志协助处理有关公文，他

凭着多年积累的大量文史资料进行了精心整理并及时上报，很快得到民政部和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的关注。随之，在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和民政部

门的积极运作下，我县不仅被列入全国第一批 36 个千年古县的行列，而且被中

央电视台拍摄了大型文献片《千年古县一一武强) ，国家出版了 36 个千年古县

的文史书籍，中央电视台多次在《古县探秘》栏目播放，使以往名不见经传的

武强以"千年古县"的美誉而名声在外。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刘全英同志被千年古县的深厚文化底蕴所感染，灵感

勃发，在退休后的近 10 年内，用他那勤奋的腿脚、善思的头脑和笔耕不辍的执

着，竟对我县 2000 多年来的历史风物、历史人物进行了缺而不舍地挖掘和整理，

而且细水长流般的屡屡见诸报刊。近日汇集一起，竟有 21 万余字，让我很受感动。

从《千年古县一一武强》一书可以看到，我们武强县虽然在历史上是个多灾、

贫穷的小县，但却民风淳朴，人杰地灵， .2500 年前便有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文

明，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了享誉中外的"武强年画"、 "武强梅花拳"
, 

和"民间舞蹈《打花膀》

将勇、浩然正气之名儒名贤、侠肝义胆之贤人志士、急公好义之善男义女、清

正廉洁之历代名宦，尤其是被封为"武强侯"的庄不识、北齐"和谐"太守苏琼、

‘三策"中兴唐室的宰相刘幽求、元代状元牛继志、清代都察院左都，fip史"飞笔"

刘谦以及抗战年代涌现出的诸多英雄儿女……犹如问光的珍珠，醒目在神州大



地;犹如璀碟的群星，为世人所敬仰。

值得称道的是， ~千年古县一一-武强》一书，有许多内容在我县是首次披露。

如: ~山西创建"德义堂"字号的郝瑞芝} ~ "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的刘旷} ~ "五

代十国"城砖述说街关镇悠久历史H 出土佛像见证小范镇历史}~东明村发现"真

定府晋州武强"断头石佛像} ~两块古匾见证武强梅花拳历史雄风} ~丰富多

彩的民间鼓谱} ~台湾教育名家贺视新} ~文武老生在春楼} ~著名琴师李广伯》

以及近年来对武强地域出土的近 20 多件墓志、古碑、牌匾的考证，彰显出武强

悠久历史及深厚的地域文化。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实际上，刘全英为我县地域文化寻幽探微，经常走村

入户，甚至"顺蔓摸瓜"到周边阜城、深州、饶阳、桃城等地采访，倾注了大

量心血汗水。只念过初中的他，为准确的考证每一个古文、古碑、墓志等，曾

用微薄的工资购买了《康熙字典}~说文解字}~二十四史}~中国文化导读}~篆

书篆刻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水经注~~中国传统道德~~清代进士辞典》

等大量的工具书，在实践中成为我县土生土长的"文史专家 o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人类的繁衍、壮大、文明，不仅要有物质保证，更

要有精神的支撑。作为县域文化和历史文化，传承一方人的文化遗产，延续一

方人的"根"和文脉，凝聚一方人奋发向上的正能量。通过古今相承、薪火相传，

对内能够增强凝聚力、亲和力，对外能够提高影响力、竞争力 O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千

年古县，优秀的传统文化十分丰厚，希望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研究、挖掘、

整理传统文化中来，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开放中保护，在发展中传承，在创新中

光大，使全县人民进一步增进对养育自己这方热土的真切了解，进一步加深对

家乡的热爱之情，进一步以"软实力"推进"绿色崛起 o

刘全英同志精心整理的《千年古县一→武强》一书，虽然内容还有钝漏，

水平也有待提高，但对我县传承保护和培育涵养文化生态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愿本书能够起到"讲好武强故事，传播好武强声音"的作用，以千年古县传统

文化的深厚底蕴为加快实现"绿色崛起、赶超晋位"的宏伟目标而鼓劲加油。

2014 年 5 月 2 日

(徐沛全同志现为武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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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风拗篇

-、 4民报 1iJ 史上份人类雄喝。救事

在母亲河黄河的孕育下，这里很早便形成了人烟聚集、物产丰富、文化活

跃的乐土。在今天的武强县境内，何时开始有人类活动，据考古和民间发现的

史物考证，可上溯到东周和春秋时代。

东店I~翔的独本弗·

2004 年 4 月 21 日，武强县北代乡杜林村村民吴勤宇在村外取土时，挖掘

出一只古代的独木船。挖出古船的地点距离地面有十几米深，古船有十余米长，

半米多宽。这只不知被埋藏了多少年、包藏着多少历史故事的古船在我国北方

发现实属罕见。当时，武强年画博物馆人员到现场分别收取船头和船尾，由有

关部门做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2∞5 年 4 月，新华社和省市新闻单位都以《武强发现东周时期独木舟，

衡水人类活动历史前推两百多年》为题发布消息说"去年在武强发现的独木

舟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取样进行近一年的碳 14 检测后，日前终于有

了结果;确认其年代为距今 2537 年( ~ 39 年)前的东周时期。这一结果把衡

水市发现人类活动遗迹的年代前推了 200 多年。

据了解，在东周和春秋时期，独木舟是当时十分重要的原始交通工具，主

要用于河面摆渡或者捕鱼。随着造船工艺的进步，独木舟在秦汉后就慢慢消失

了。我国发现独木舟一般都在南方水源较为丰沛的水网地带。 20世纪 70 年代，

福建连江和江苏武进曾发现过战国和秦汉时期的独木舟。在地处北方的武强县

发现独木舟，在河北省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在衡水考古发掘中，目前出土文物年代最早的是阜城县营盘和武强县骆驼'

湾村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戈、青铜剑。这次独木舟的出土，证明早在 2537

年前的东周时期，武强一带就有了人类活动。独木舟主要靠人力划浆，只适宜



千年专息一一一武强

在水流平缓的河面航行，不适宜做远程航行，所以当时的武强一带可能雨水十

分丰沛，水源十分充足，自然植被非常茂盛。

从这可以看出，武强在我国北方有着不同寻常的悠久历史和十分古老的

灿烂文化。

, (2005 年 6 月 23 日《衡水日报》晨刊)

WI 贸商f\:.古村落遗址

2∞9年 12月 5 日至 8 日，河北省文物普查队在武强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

周窝镇周窝村南有一商代古村落遗址。

武强县周窝镇周窝村南的商代远古村落，面积在 4 万平方米左右。在 5 米

以下的地层深处，河北省文物普查队队员发据出大量的航、盆、罐、直等古代

器皿残片及灰土、骨头等物品。据省文物队的徐建中介绍，该古村落的年代应

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在黄河的冲积下被深埋在深层地下，大约在公元前

10 世纪左右。该远古村落遗址的发现说明在 3000 多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

居住和活动，这是武强县继在杜林村发现独木舟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衡水日报》

2005 年 6 月 23 日曾报道《武强发现东周时期独木舟} ) ，这一发现将武强县

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了 10∞年。在这次民间文物大普查中，在该县的豆村乡，

还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釜等物品。

( 2009 年 12 月 19 日《衡水晚报} ) 

2500....穷苦白9世ï*

2010 年 5 月 18 日，衡水市文物处的专家会同武强县的文物管理人员对古

代武隧遗址附近的一口古井进行了现场鉴定，认为该井系 25∞年前的产物。

这口古井在武强县北代乡西刘堤村北的一个取土坑内，距周边的地面深有

4米左右。今年春天，村民王建民、刘月华、刘玉宣等人在坑内挖树坑种树时

挖出了这口井，并在井内挖出了一个陶罐，但此井的文物价值却没有引起人们

的重视。武强县文化馆工作人员王超在下乡时听说了这件事，随即到古井现场

查看，看到古井的形状、井帮材质奇特，觉得很有考古必要，于是把这一情况

2 



上采:风拗篇

汇报给县文管部门，县文管部门又把此情况汇报给了市文物处，文物处当即组

员到现场进行了考察鉴定。该井呈圆形，直径 110 公分，井帮每层由 5 块弧

形瓦状的彩陶拼接组成，每块彩陶高 30 公分，厚 4 公分。正面呈褐色，布满

由 6 个大小不同圆圈组成的图案。背面皇青色，布满均匀的绳纹。彩陶破裂处

用于摸显得十分坚硬，看茬口犹如现在的钢瓦断层。笔者在 19 日现场挖掘时

看到，现存的井筒内周边彩陶还只有上下三层，井底有破碎的陶罐片，可能是

当时人们用陶罐打水时碰坏的残片。

挖掘现场，引来了一些村民围观，当文管干部说到保护地下文物人人有责

时，妇女村民樊五妮把今春种树时在井中挖出的一个陶罐从家中拿出来交给了

文管干部。村党支部书记刘宝玉和村主任刘向杰闻讯也赶来，询问需要村上帮

什么忙。村民和村干部对文物工作的热情支持，使在场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

经过文管人员半天紧张、细致的发掘，在现场共挖出井帮陶片和陶罐碎片 200

多块，由工作人员统一编号运回县城，将进一步进行考证研究。

这口古井的发现和发掘，不仅为千年古县武强的悠久历史提供了一个新

的佐证，而且对研究武强县的历史文化及古代民间生活都有一定的意义。该古

井距离战国时期即有的武隧城遗址不过千米左右。古井西北方向百米远处，人

们还从挖土的断层可以清晰的看到残存的砖墙和遍地带有绳纹的破碎砖瓦。史

料记载，武隧城曾是汉代武隧侯国和之后的武遂县的治所，该城一直延续到明

代被特大洪水冲毁，宋代文天祥被俘在押送大都途中，还曾在武遂(东汉建武

二年，即公元 26 年前写"武隧后改写为，"武遂" )城头写下了忧国忧民

的爱国诗篇《登武遂城} 0 据武强县负责文物工作的文化馆副馆长石秋民介绍

说，在古武隧遗址，近年曾出土了汉代古墓等多种文物，这次发现的古井是其

中最有文物价值的一次O

( 2010 年 5 月 19 日《衡水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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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镇企俗今传戎极县 fiJ 史?毒草

武强县， 1993 年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木版年画艺术之乡" , 2∞6 年被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命名为"千年古县"。从中可见其深厚的文化底

蕴。但在近年来出土的碑石、墓志、佛像等文物及有关史籍中，却看到武强县

在 3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分分合合，隶属变化多端:晋代名人孙惠蔚"北

史八十一卷列传六十九"中称其"武邑武遂人也" ; 2001 年在林东村出土的

一方隋代墓志铭中有"公讳嗣，字绍祖，冀州武邑郡武遂县人也" 1984 年

在宋古河村出土的唐代《李君墓志》中称"曾祖，讳贵，字公珍，魏州武强县

人也" 2006 年在街关镇南出土的"故人刘日进并妻武氏"的一块青砖墓志

铭写有"深州武强县" 2∞7 年在北谷庄出土的"明，故者德，石公墓志铭"

中写有"真定武强人也" ; 2012 年在衡水市桃城区东明村发现的一明代佛像

上刻有"晋州武强县"的字样… .. 

武强县，在历史上的隶属变化究竟有多少次更迭呢?笔者通过方方面面的

查阅史料和对有关文物的考证，发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武强县的归属变更就

有 40 多次。新中国成立后，归属变更 9 次。

虞舜之际，大禹治水后，分天下为九州时至周代，武强县地属冀州域。春

秋时期属晋国。战国时期先属燕国，后属赵国。秦并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

武强县地属巨鹿郡。

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 ，刘邦对功臣们分封诸侯时，除在今天的

武强境内南部设立武强侯国，封功臣严不识为武强侯，又于 6 年之后在今天的

武强境内北部设立武隧侯国，封面F痴为武隧侯。武隧侯治所在今田沙洼村西南。

《截辅通志》记载:武强侯国治所在今李家城、吴家城材址处。《河北通志》

记载:武强侯国至元鼎二年(公元前 115 年)国除。汉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

武隧侯国除，改为武隧县。治所在武隧侯国城邑，属河间国。武强侯国除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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