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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记载中的窦尔敦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
关公战长沙⋯⋯”一首京歌 《说唱脸
谱》，让本已妇孺皆知的绿林好汉窦
尔敦，更加深入人心。

窦尔敦是传统戏曲中久唱不衰的
人物，《连环套》《盗御马》 时至今日
仍在上演。窦尔敦的脸谱“兰花三块
瓦”，本就在“三块瓦”脸谱系列中
用来表现绿林豪杰和勇猛悍将，再加
上眉部的一对双钩，更成了窦尔敦威
风刚烈的象征。窦尔敦也是茶楼酒
肆里、豆棚瓜架下和百姓炕头上津津
乐道的人物。尤其是清代公案小说

《施公案》 和 《彭公案》 的传播，更
让窦尔敦家喻户晓。

窦尔敦不仅仅是戏剧中的人物，
历史上实有其人。关于窦尔敦的记
载，主要有三个出处，即 《献县志》

《古城瑷珲》 和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
历 史 语 言 研 究 所 编 辑 的 《明 清 史
料》。这三个来源中差异最大的是关
于窦尔敦的死。

《献县志》 记载，窦尔敦在放弃
了无险可守的河间府之后，来到清皇
陵马兰峪以北的风水禁地兴隆山。在
一处三面临水、一面绝壁的险峻之
地，筑起连环套营盘，继续与清廷为
敌。清军五年攻不下连环套，居然想
出了通过捉拿窦尔敦的老母，诱其投
案的卑劣计策。窦尔敦救母心切，误
陷 圈 套 ， 被 官 府 秘 密 处 死 ， 时 年
34岁。

而 《明清史料》 记载，康熙五十
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巳时，刑部所题，
步军统领隆科多拿送大盗窦尔敦等，
照例即行正法一疏。上曰：“窦尔
敦、王老四公行劫年久，甚为凶恶，
杀人亦多。平人杀人三口，尚且凌
迟，此为首者，亦当凌迟。本发回，
着隆科多会同三法司议奏。”照此记
载，是康熙皇帝御批，凌迟处死了窦
尔敦。

而 《古城瑷珲》 记载：窦尔敦为
救老母，投案自首，被判死刑。恰在
此时，康熙皇帝召见黑龙江将军萨布
素，部署收复被沙俄占领的雅克萨城
一事。萨布素将军为收复雅克萨城，
固疆戍边，广招人才。他对窦尔敦刚
直的品德和高超的武功，早就敬佩不
已，几番奔走，终使刑部免去窦尔敦
的死罪，改判流放黑龙江。

到黑龙江后，在窦尔敦及其所部
的参与下，清军攻下雅克萨城。但在
撤回瑷珲后，不甘失败的沙俄军队重
又占领了雅克萨，修复被毁坏的城
墙，并建起一座塔楼，楼上树起一丈
旗杆，旗杆上再设楼橹，敌方将领登
楼用旗指挥。在二次收复雅克萨久攻
不下的紧急关头，窦尔敦混入城内，
砍断旗杆，使沙俄军队失去指挥。然
后冲入敌阵，只身奋战，里应外合，
使第二次雅克萨战争又以清军胜利告
终，并为 《尼布楚条约》 的签订奠定
基础。战斗中窦尔敦身负重伤，于
1687 年逝于瑷珲镇附近的火石山，
随 其 同 去 黑 龙 江 的 儿 子 从 此 落 户

瑷珲。
这一说法也并非完全不可信。

《古城瑷珲》 虽为地方志书，但也是
清朝留下来的史志。另外，至今瑷
珲火石山有村子名为窦集屯，村中
窦姓人家均自称窦尔敦后人。

代代相传的侠义

窦尔敦的死说法不一，但对于
窦尔敦的生则无任何异议，他出生
在 直 隶 河 间 府 ， 今 天 的 献 县 窦
三疃。

献县人世代尚武，为窦尔敦的
成长提供了丰厚土壤。沧州武术享
誉中华，而历史上地处南北要冲的
献县，就是沧州武术的源头之一。
在武举制度最被看重的明清两朝，
献县一个县出过5名武状元，2名武
榜眼，2 名武探花，46 名武进士，
297名武举人。

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
即是在献县 （时称乐寿） 建都，自
称夏王。之所以选中献县作为根据
地，并非有什么易守难攻的城池关
隘，而是因为深得献县一带百姓的
拥护，入伍追随者众多。那些跟着
窦建德冲锋陷阵，不惧生死的献县
人，生下来便有一种侠肝义胆，而
且这种流淌在血液中的侠义，代代
相传。

献 县 至 今 有 戚 继 光 墓 ， 为 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来历是
因为抗倭名将戚继光的队伍中多
有献县人，戚继光生前，他们跟
随戚继光舍生取义浴血奋战。戚
继光死后，他们又在自己的家乡
献 县 建 起 这 座 衣 冠 冢 ， 追 思 忠
良，不忘国忧。这件事说明献县
百姓重情重义，也说明一旦国家
有事、民族有难，他们会义无反
顾地走上前线。

几百年过去，戚继光的墓前早
已荒草萋萋，但戚继光的精神却薪
火相传。

20 世 纪 30 年 代 ， 当 侵 略 者
再 次 践 踏 神 州 国 土 的 时 候 ， 又
一 位 献 县 人 举 起 抗 日 的 旗 帜 。
他 虽 出 身 贫 寒 ， 但 在 东 北 军 已
官 至 团 长 。 在 蒋 介 石 电 令 其 所
在 部 队 开 往 南 方 “ 剿 共 ” 时 ，
他 毅 然 弃 官 离 职 ， 回 到 家 乡 献
县，过起退隐生活。但是，当卢
沟桥的枪声响起之后，他怒发冲
冠 ， 再 也 按 捺 不 住 一 腔 爱 国 热
血 ， 毅 然 拉 起 队 伍 ， 举 旗 抗
日 。 他 就 是 著 名 民 族 英 雄 马 本
斋 。 他 的 队 伍 就 是 享 誉 冀 中 ，
威震敌胆的回民支队。

被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确实能征善战，他们创造的游击战
范例，当年即被编入延安抗大的教
材。在马本斋的故乡，不知有多少
人追随他走上抗日前线，抗战期间
只一个本斋乡，就有60多名革命烈
士。成立于抗战初期的献县抗日游
击大队，曾三次上收为正规部队。
但走一拨，又拉起一拨，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淮海战役之初，
与何基沣将军一起在前线率部起
义，被誉为“佩剑将军”的张克
侠，早在 1929 年即加入中国共产
党，潜伏敌营20年，关键时刻听党
指挥，为淮海战役胜利作出不可替
代的贡献，彰显了献县男儿的另一
种形象。

历史有时候惊人的相似。清廷
逮捕窦尔敦之母，借以诱捕窦尔敦
的下三烂手段，几百年后一招不差
地重演。日寇对马本斋无计可施，
居然逮捕了马母白文冠，让马母劝
降马本斋。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如
果说当年窦母得知儿子上当后，毅
然撞墙而死，其慷慨壮烈让人感
佩。那么，马母入狱后坚贞不屈，
绝食七天而死，从容就义的凛然正
气，更是震撼人心，无愧朱德总司
令的题词：“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
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相
隔数百年，两位献县母亲用各自不
同的方式，书写了献县女人亦英雄
的传奇。

文化上的独特贡献

如果以为献县的名片上只有尚
武任侠之乡，是不全面的，献县文化
的辉煌不是“深厚积淀”之类词汇能
够囊括的，它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
过独特贡献。其中首推献王刘德。

刘德是汉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
哥哥，汉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身份
被封为河间王，而当时河间国的都
城在献县境内，即今天献县的河城
街镇。英年早逝的刘德死后也葬在
献县，谥号“献王”，献县即得名
于此。

“献王”的本意是聪明睿智之
王，而献县的百姓宁肯相信他是
因“献书有功”，才被封为献王，
并代代相传埋在献县献王陵的是

“献书王”。因为，当汉武帝采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策
略之后，面对的局面是：焚书坑
儒早已让儒家典籍付之一炬，而
读书人更是谈儒色变，对于儒学
唯恐避之不及，“尊儒”到了无从
着手、无从谈起的地步，抢救儒
家文化成了迫切需要。刘德率先
垂范，身体力行，他倾河间国之
力，搜集求购古籍，对于献出旧
书的人，他命人重抄一遍，在重
金奖励的同时，还返还献书者一
份抄本。这种诚恳的精神和奖励
措 施 ， 打 动 所 有 家 藏 旧 书 的 人 ，
纷纷奉献给刘德。

宋 末 元 初 著 名 学 者 马 端 临 在
《文献通考·经籍志》 中即转引宋代
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的话
说：“世传秦火之后，河间人颜芝得

《孝经》 藏之，以献河间王。”
刘德抢救儒家典籍的影响超出

其 封 地 河 间 藩 国 ， 远 达 冀 、 鲁 、
豫、陕等地，一大批知名的儒生如
毛苌、贯长卿等也纷纷集结到刘德
的旗帜下。为方便这些儒生对搜集
来的旧书进行整理校勘，刘德专门
修建了儒学研究机构日华宫，聚集
儒学之士上百人。“群儒个个褒衣雍
容，弹冠奋袂”，由朝至暮，日华宫
诵读之声不绝。其结果是搜集整理
出了 《诗》《书》《左传》 等大批正
本典籍，一部分献给朝廷，一部分
在献县一带开班讲授，使儒家文化
得以重生。

许多知名的历史学家认为，自
汉以来两千多年，中华民族多次遭
受外敌入侵，但最终总能走向统
一，这和我们有着统一的思想有
关，这个思想就是儒家思想。而刘
德的卓越贡献在于，以他终生不渝
的虔诚和勤奋，为我们构筑统一的
价值观留下了教材和火种，他被后
世称为“贤王”。

以 《枫桥夜泊》 闻名的唐代诗
人张继，在凭吊献王陵后，赋诗感
叹：“汉家宗室独称贤，遗事闲中见
旧编。”陶渊明则说：“其名德者唯
贤王”。清代的乾隆皇帝居然写了
20 多首咏献王刘德的诗，虽然乾隆
的诗多而滥，但一代帝王为一千多
年前的一位古人写这么多诗，也足
见刘德对后世的影响。

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班固在
《汉书》 中对刘德的评价“修学好
古，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典籍中第
一次出现“实事求是”。这就使得献
县不仅仅是儒学的再造之地，而且
是实事求是的源头，以至于刘德逝
世两千多年之后，毛泽东在题为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的讲话中说：
“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
在 《汉书·河间献王刘德》 中说他

‘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
在。”

令 献 县 人 骄 傲 的 是 ， 一 代 贤
王刘德并没有成为献县文化传承
中的绝唱，1800 多年后，一代文
宗纪晓岚又诞生在献县崔尔庄村

（该村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才划到沧
县）。

毫无疑问，纪晓岚最大的贡献
是主编了 《四库全书》，但他为中华
文化的贡献，决不仅仅是 《四库全
书》。他的笔记体小说 《阅微草堂笔

记》，被著名作家
孙犁称为“可以和

《聊斋志异》 比肩
的两大悲调。”即使
今天没有通读过 《阅
微草堂笔记》 的人，也
可能读过初中语文课本中
的 《河中石兽》，该文即选自

《阅微草堂笔记》，区区 300 来字，
深刻而生动地说明了实践出真知的
道理：“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
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臆断欤?”
足见纪晓岚的文字功力。无怪乎鲁
迅先生评价 《阅微草堂笔记》“隽思
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
灼见”。

世人对于纪晓岚的印象，多得
于种种“戏说”，深入人心的是其思
维敏捷、聪明机智，以及或幽默或
尖刻的独特语言风格，尤其是与一
代权奸和珅的争斗，在百姓口中更
是传得津津有味。但在献县乡亲们
的心中，他还有为人宽厚平和，重
视乡谊乡情的一面。

当年，纪晓岚回家探亲，驿卒
抬其过献县单桥，一不小心跌了一
跤，轿子摔倒在地，居然把纪晓岚
从轿子里摔了出来。闯了如此大
祸，轿夫吓得手足无措。不料想纪
晓岚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掸掸衣服
上的土，随口吟道：“忍饥已几日？
疲癃不汝嗔。跌倒寻常事，我是故
乡人。”驿卒虽然吃皇粮，但待遇非
常之低，常常吃不上饭。连饭都吃
不饱，能不疲惫吗？纪晓岚不仅体
谅这些乡亲的苦处，还安慰他们：
摔个跤算什么，不用怕，我也是献
县老乡。

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无论
是其研究成果，还是研究方法，都
有广泛影响。而其胞兄，同为哲学
家的张崧年，则是中国研究罗素哲
学的第一人。兄弟二人对故乡献县
一往情深，尤其为献县文脉的深厚
绵长而自豪。张岱年晚年在亲自为
新版 《献县志》 所作的序言中，不
无骄傲地说：“我们现在倡导的‘实
事求是’，源出于 《汉书·河间献王
传》。我们现在引用‘实事求是’的
成语而赋予新意，使之成为一个重
要的理论原则，而这个成语的起源
是与河间献王有关的。”

说不尽的故事

有 句 名 言 ： 战 争 是 政 治 的 延
续。一定意义上，尚武也是崇文
的另一面。当文化解决不了问题
时，拳头的威力便彰显出来。而
单靠拳头不再起作用时，就该发
挥 文 化 的 影 响 力 了 。 譬 如 西 汉 ，
争夺天下的时候，毫无疑问把拳
头的威力发挥到极致。而一旦统
一的大汉帝国形成，则必须寻求
文化来德化百姓，构建统一的思
想。于是，刘德应时而出手，儒

学应运而再生。
武术的传承和文化的延续，就

这样交替在窦尔敦的故乡上演着。
久而久之，文化中渗透了武术的风
尚，武术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文
化。生在献县、长在献县的知名作
家孙振，抗战期间曾任中共献县县
委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以“雪克”
为笔名，以献县抗战为背景，创作
了长篇小说 《战斗的青春》，作为
红色文化的经典，感动了几代人。
这样一种纯文化产品，反映的却是
硝烟弥漫、刀光剑影的战争。作品
中包括女区委书记许凤在内的抗日
战士，哪一个身上不洋溢着英武而
又无畏的侠气！

窦尔敦的故乡，有说不尽的故
事，但毋庸置疑，窦尔敦至今仍是
乡亲们最乐于提起的人物之一。

历史上劫皇杠、劫“生辰纲”
之类的故事数不胜数，但多是传
说、演义。而窦尔敦真的劫了大名
府运往京城的十万两官银；他真的
是疾恶如仇、杀富济贫，有恶霸财
主恶意拖欠长工工钱，致使长工无
法过年，窦尔敦居然在除夕之夜取
了财主人头；他真的是武艺超群、
多谋善断，而且光明磊落、不使暗
器，至少在那个年代的北方武林，
是一言九鼎的人物。这些都对百姓
的口味。

至于窦尔敦算好人还是坏人，在
故乡人的心目中，他当然是好人，而
且希望他好得出众，好得辉煌。

在新版的 《献县志》 中，窦尔
敦救母心切、自投罗网的经过被归
为“传说”，而在代表官方观点被视
作正史脉络的“总述”中，则写
道：窦尔敦“始在河间府杀富济
贫，为绿林好汉，继在遵化府土城
子举旗反清，成为义军领袖。后于
康熙三十五年因沙俄入侵，毅然投
入反侵略的皇清军队，带领军队三
攻雅克萨城，城陷负伤身亡。为战
役的胜利，为中俄早期唯一平等条
约—— 《尼布楚条约》 的签订，作
出了宝贵贡献。”

这倒是和 《古城瑷珲》 的记载
贴近，也是献县人最希望听到的窦
尔敦的结局。即使有一天人类真的
能够穿越，回到清朝康熙年间，亲
眼看到窦尔敦并非这样的结局，也
不要作什么澄清，因为窦尔敦在抗
击沙俄侵略前线壮烈牺牲的形象，
彰显了献县人的血性，寄托着献县
人的正气：一旦国家有难，无论何
人，必须以国为重，上阵杀敌，哪
怕以身殉国。

献县马本斋烈士纪念馆。 本版照片均由献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窦尔敦故乡献县窦三
疃村。

▼修葺后的献王陵园内
的献王刘德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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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脸 的 窦 尔 敦

盗御马，红脸的关公

战 长 沙 ⋯⋯”一 首 京

歌《说唱脸谱》，让本

已妇孺皆知的绿林好

汉窦尔敦，更加深入

人心。

鲜 为 人 知 的 是 ，

窦尔敦不仅仅是戏剧

中的人物，历史上更

是实有其人。他的故

乡，就在今天的河北

献县。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邯郸市百方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
法转让给邯郸市百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
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邯郸市百方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序
号

1

借款人

河北帑
珅化学
原料有
限公司

贷款合同编号

13010120150
000214 号 人
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

担保人

邯郸市山河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邯
郸市筑宏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郭广军、
张来顺、郭风合、张
炜、姜婷、张来军、
苗利杰

担保合同编号

1310012015001020
5保证合同；
1310062015000026
8最高额抵押合同

原贷
款行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邯 郸 峰
峰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