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解中山国的第一个抓手，
正是故都灵寿。

灵寿城及相关遗存就是一
部地书，记录着 2300 年前的璀
璨。点睛之笔当属王墓出土的
中山三器，然三器又难说尽国家
兴亡之事。“（中山三器）其历史
文献价值之高、刻制铭篇之长、
器物制作之精创下三个世间之
最”。优美流畅、结体独绝的
1123 字 ，确 立 了 七 代 君 王 世
系。可是，它提到公元前 381 年
以来中山国后期的 80 年辉煌，
却未提及鲜虞中山前期的 400
年筚路蓝缕。中山肇兴和崛起
的足迹，封在三座前期国都。

第一座，新市。鲜虞故城，
西汉设县，今在正定新城铺。村
名由历史名称新市—伏城驿—
四十里铺，各取头、中、尾字组

成，诉说着历史的厚重。曾经发
现带有铭文族徽的商周铜器，对
解决中山“子”“姬”“姮”的族姓
之争，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二座，中人城。最晚公元
前 506 年已为中山之都。公元
前 505-504 年，晋国两次进攻
此地，此间史书“鲜虞”“中山”并
称。约公元前 456 年，赵襄子派
军攻克左人、中人，此后 40 年中
山只字无载，再现已是公元前
414 年武公初立。遗址在今唐
县，尚有城墙，出过精美铜器。
中山是鲜虞连继还是替代？解
惑有赖此城。

第三座，顾。朦胧如梦的一
座都城。它在定州域内还是城
中？抑或顾即鼓的通假字？《世
本》只一句“中山武公居顾，桓公
徙灵寿”，给人留下无尽猜想。

国都之外，中山尚有城池约
百，名见史书不下三十座。历史
名城左人、东垣、房子、封龙、鄗、
九门、苦陉、棘蒲，还有肥、鼓之
都，元氏故城，顺平子城，甚或赵
之柏人等，都封藏着中山密钥。
田野考察充满希冀，近来石邑出
土陶范，有望揭开中山美物的制
造之谜。厘清中山国史，必须勘
察城邑，这缘于文史的盲点。

青简疏疏纱遮面。中山国
记载寥寥无几，且同一事在《春
秋》《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吕
览》《系年》《韩非子》中常有分
歧。鲜虞是殷商封国，还是外来
部族？后期中山是白狄复国，还
是魏治续延？中山得名“城中有
山”“山中之国”，抑或“崇山”音
转？到底哪年立国？高筑野台
眺望齐与中山的赵武灵王所出

九门，“新乐说”“冀县说”各执一
词；昔阳之地，“鼓都说”“肥都说”
聚讼不已；“武公初立”是才即位、
初称公、新复兴，还是始建国？
王尚迁流的肤施是绥德东南还
是清水河源？关乎赵军进击路
线的宁葭在鹿泉还是深州？“穷
鱼之丘”在易县抑或“穷鱼”乃“仇
由”音转？李克就是变法的李悝
还是另有其人?中山长城何在？
千 里 之 遥 的 楚 国 果 真 灭 过 中
山？中山覆灭是因衰德敝风，还
是崇儒、黩武、外交失当？熟谙
历史文献的学者们，竟画不出中
山国的一致模样。

中山国史烟雨迷蒙。考古证
实北狄—白狄—鲜虞—中山国
的时序和文化传承，但未明王室
血系的因应。究竟由北方族群一
支世袭、异脉创建，还是断层置
换，尚无文字确证。公元前 296
年，被梁启超称为“黄帝以后第
一伟人”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灭了中山。可谁料到中山已落地
生根，百余年后又重出江湖。

仲春的一个黄昏，我们驱车沿
雄安新区安新县白洋淀大道一路急
行，赶在太阳落山前到达位于安州
镇的安州古城脚下。

安州是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
古城，文化积淀深厚，春秋战国时期

称阿城、葛城，曾为燕赵两国属地。
东汉末年置依政县，魏初改称依城
县，唐代称武兴、武昌、唐兴，宋改唐
兴寨、顺安军。金天会七年（1129
年），改顺安军为安州，并设立州治，
安州称呼即始于此。明洪武年间改
安县，后复安州，民国二年（1913
年）复称安县。民国三年（1914 年）
取安州、新安二地名各首字称安新
县，安州为安新县治所，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安新县政府驻地移至
安新县新安镇，即现在县城所在地，
安州改为安州镇。

安州城垣最初为土城，是北宋
时期朝廷为防御辽兵而修筑的。明
万历中期以三合土为基，外加城砖
包砌。清乾隆十二年（1747 年），兵
部尚书，安州人陈德华离职回籍，自
请效力修建安州城，未竟，奉诏为左

部御史，因命其侄陈筠代修。乾隆四
十六年（1781 年）重修，内土外砖，
规模宏大完备。城高8.4米，上宽3.4
米，四门分别设有瓮城，后遇连年水
患，年久失修，城塞不固，至 1938
年，因军事需要，城墙、城门被拆除。
为防水患，仅留下 1 米半至 2 米高
的城基，为安州悠久历史的见证，也
是研究冀中城池建筑发展的重要资
料。

在安州北门瓮城内矗立着一座
民国时期的抗税亭，是当地苇民为
纪念抗苇席税胜利而修建的一座六
角亭，安州名士潘龄皋亲自撰写“赐
福不闻宽大令，缔苛犹存好生心”的
楹联，镌刻在抗税亭的两根立柱上。
潘龄皋为清末民初当地有名的书法
家，人称“潘翰林”，其英名及书法艺
术至今为家乡人所景仰，安州民间

文化人士自发创办了潘龄皋书法研
究院，收集并陈列潘龄皋生平事迹
相关的资料及其字帖书籍。

东距抗税亭不过百米处，便是
圣人殿凉亭，相看两不厌，二亭守
望了百年。圣人殿是当地人对孔庙
的称呼，建筑规模宏大，现唯留一
座凉亭，成为了当地的地标。

古城安州，人杰地灵，文脉绵
延不断。由宋至清，安州共出了 30
多位进士，这些安州籍的名士，都
曾为家乡做出过贡献，成为当地人
的楷模，为百姓所敬仰。其中，最
让人称道的是“陈氏三进士”：陈
德 荣、陈 德 华、陈 德 正 同 胞 三 兄
弟。清史记载：“南有福建林（林则
徐），北有安州陈(陈德华)。”可见
陈进士在当时的盛名。

安州又是一座英雄的古城。

千百年来，古城阅尽了刀光剑影，
见证了太多的金戈铁马和世间浮
华 。明 代 樊 鹏《吊 安 州 太 守 徒 单
航》诗云：“嗟彼孤城守，当季一危
难。国危身力战，兵败血成丹。正
气关云暮，清风塞月寒。英雄百代
少，沙草泪痕干。”徒单航，金代安
州太守，诗中记载了当年蒙元大
军压境，兵临安州城下，太守徒单
航率全城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御
敌，死守安州城的故事。

安州烈士塔，位于安州镇西角
村小学北侧。夜幕降临，看门的阿姨
听说是为瞻仰烈士远道而来，欣然放
行。安州烈士塔是白洋淀地区重要的
革命文物，塔内祭奠着在抗日战争时
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牺
牲的祖籍白洋淀的革命烈士，现为安
新县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安州古城，犹如一条缓缓流淌
的历史长河，悠悠过往，丰厚积淀，
有待后人用心去打捞，探索，发现，
传承。 （刘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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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
经雄踞世界第二位，但是从
文化的角度衡量就不能过于
乐观。从文化上赶超发达国
家较之于GDP的提升是更艰
巨的任务。我们应该站在国
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城市文化
的积淀、保护、挖掘和利用等
深层次问题，绘就一篇文化
创意产业和历史文化保护双
赢的大文章。

不懂得、不注重城市文
化积淀、保护、挖掘和利用的
城市，将是一个浮躁、浅薄、
短视的城市。在现代化建设
中要警惕、避免和摒弃这种
现象。特别是在旧城改造、老
区更新、棚户区拆迁、地铁建
设、公园修建、增设医院等城
市现代化进程中，不能让城
市变美变新了，但把历史文
化的魅力和味道弄丢了，如
是，将成为无法挽救的历史
遗憾。其实，文化保护和文化
创意是城市护住历史文脉的
双翼，二者互相依托，缺一不
可。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互相“借景”，互促双赢，
谁也离不开谁。我们的城市
建设者和管理者，在做历史
保护时，要着眼于长远，要用
历史的眼光看待它，其实保
护的本意就是要让文脉延续
下去，这离不开文化创意。

在城市建设中，带共性
的、难以避免的问题常常是
市区中心的工厂拆迁问题。
笔者从近日召开的河北省第
二届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工
作研讨会上获悉，作为近代
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发源地
之一，目前我省共有工业遗
产56处，其中4处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列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介绍，我省工业遗产分
布广泛，涵盖钢铁、煤炭、化
工、港口、轻工等多个行业门
类，跨越不同历史时期，历史
延续性强、地域特色明显。很
长时间以来，我省都大力加强
对遗产项目的保护与管理，积
极探索工业遗产的开发与利
用。保定和邯郸相继出台了工
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地
方性法规条例。这项兼容文化
保护和文化创意产业建设的
探索正在实践中。

几乎每个城市的中心市
区都曾存在过各类工厂，那
是我们国家近现代民族工业
的摇篮，我们今天门类齐全
的现代化工业都是从那时起
步的。这些工矿企业记录着
一部中国完整的工业文化
史。它们是工厂，更是文化。这
些工厂无论是钢铁焦化厂，
还是纺织印染厂，或医药化
工厂、矿山机械厂、造纸印刷
厂等，多数已成为夕阳产业，
污染环境、工艺落后、效益低
下，不被市场大潮淘汰，也要
被现代城建取缔，只有被拆
除关停、外迁改造，才有新生
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不能淘
汰文化，不能割断历史，不能
在破拆机的隆隆声中抹掉中
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记忆。

保护和利用工业文化遗
产的工作已经起步，老旧厂
区或改建为工业博物馆、纪
念馆和旅游项目，或改建为
餐饮服务单位，厂区留下来
了，历史保住了，得到了经济
效益和文化效益的双赢。在
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对历史
已经陌生的青年人涉足其
间，就能回首来时路，从而更
自觉地传扬先辈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的传统，这就是文
化的力量。

现阶段我国对老旧厂区
的改建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
工作不够细腻，成效不够显
著，应向先进国家借鉴有益的
经验，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
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
一项文化遗产被成功地保护
了，就会滋养城市的文脉，为
城市输送文化给养，让城市有
根脉有未来，这在一定意义上
表明，文化保护离不开文化创
意和创新。

考 古 中 山考 古 中 山
□张春长

中国黄河写的“几”字，启步星宿海，挟拥黄土塬，捧起巍巍太

行，铺开华北平原，构建了历史大剧的恢宏舞台。自春秋初年起，

一个神秘角色把黄河中下游搅得天翻地覆，五百年里纵横决荡，终

成控扼战国兴衰的枢辖。往事如烟，犹有一条脉络隐藏于历史长

卷的墨香里：北狄——白狄——鲜虞——中山国。

上世纪70年代，灵寿故城和中山王墓
被发掘，把人们对中山国的寻觅视线锁定
在滹沱河畔的平山，撩开神秘面纱的一角。
然而，众多专家捋出的来龙去脉，无法统
一，中山国的真容依旧五里雾中。

一

灵寿城及相关遗存就是一部地书，记录着2300年前的璀璨。点睛之笔当属王墓出土

的中山三器，然三器又难说尽国家兴亡之事。

二

时光回溯到1968年，满城汉墓的重大发
现惊艳了世界。刘胜“中山王”封号，勾起考古
学家郭沫若的遐思。寻找迷断史海的先秦中
山国，是他终生挥不去的梦。十年后病榻上，他
听说平山发现铭文确认战国中山王墓，即刻
让人拿来拓片。多少遗憾留存心田：“中山是个
艺术的民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那深沉悲
壮的歌声，它那婉约清丽的琴声，它那婀娜多
姿的舞步，我们无缘倾听和欣赏了，只有属于
两千年前那些精美绝伦的遗物还留在我们的
视线中，不时提醒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曾经
有一个叫白狄的民族，建立了一个盛极一时
的国家⋯⋯”

白狄何者？中山何地？
戎狄蛮夷，合称四夷，是先秦中原王朝对

四邻民族的泛称。四个古老象形文字暗含两
重属性：一曰鄙薄——当初祖先用来表达邻
族生活状态，并无贬义，后来才曲解为意含丑
诋的族称，泛化成道德礼仪低下的指代；二曰
方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狄，广布黄河流
域，因地处中原之北，又称北狄。现今一般也
把不确定的商周北方族群混称戎狄。白狄是
北狄别支，鲜虞乃白狄分支。

公元前774年，传说中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玩得不亦乐乎，鲜虞亮相了。不过，它似电光火
石，随即淹没在白狄部落集团里。公元前555年，
自晋陕高原东出太行的白狄初露锋芒，但由于
晋国的羁縻和攻伐，十余年后便销声匿迹。公
元前530年，蛰伏240多年的鲜虞再次横空出
世，已是白狄部落联盟首领，建起中山国，在公
元前506年后的200余年里，起起落落，亡而复
生，突入中原文化圈，写出一部文化合异的传奇。

这个推求的轨迹精确吗？闪烁在史册的
中山国到底在何处？岁月模糊了真相，令人废
书长叹。上世纪 70 年代，灵寿故城和中山王
墓被发掘，把人们对中山国的寻觅视线锁定
在滹沱河畔的平山，撩开神秘面纱的一角。然
而，众多专家捋出的来龙去脉，无法统一，中
山国的真容依旧五里雾中。

北方白狄小国，面积仅为赵国八分之一，
何以能够睥睨中原五霸七雄？小，只是相对而
言。中山国疆域，实际坐拥石家庄全境，外延
保定、衡水和邢台近缘，盘踞三十余县。

“天下之脊”太行山，横谷深切，沟通东
西，东麓冲积扇南北贯连，延袤千里。这片滋
育文明的沃土，雄踞冀州中部地区，嵌在关陇
西土、鲁中东夷、草原朔漠和中原诸夏四大文
化圈之间，乃历史上不同族群碰撞争锋的战
场，交流融合的舞台，造就了北京绵连安阳的

“文化走廊”，大小都邑鱼贯，古代遗存层叠。
乱世之秋，占据晋陕高原，就取得入主华北平
原的先手；坐拥华北平原，就有机会拔得一统
中国的头筹。因此太行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中山国“方五百里”，切入太行腹地，曾独
擅八陉之二。唐河、大沙河、磁河、滹沱河、槐
河水系密布，冲积平原稻麦飘香。中山之地，
倚太行屏障，凭众河带襟，西瞻秦晋高原，东
瞰齐鲁泰沂，南俯赵之邯郸，北望燕之幽蓟，
集天地灵秀，收四方通利。

标定四条神奇的人文界线，神秘中山的
殊质便跃然纸上。它有着浓厚的北方族群背
景，却突入司马迁“农牧分界线”以南的农耕文
化区和“胡焕庸线”以东的人口稠密区；唐代僧
一行提出“天下山河两戒”，其中“北戒”乃专门
限戎狄之线，却没能阻挡中山南下的步伐。神
奇的北纬 38°线以城多、景美、物丰、神秘著
称，在中国历史上亦是诸夏御北第一道防线，
恰恰穿过中山南畿。中山国正如一座孤岛，揳
入中原雄国燕赵齐间，又似一颗变幻莫测的
九曲珠，锁住四条神奇之线，闪耀在北方面向
中原的前沿。

“ 山 河 千 古 在 ，城 郭 一 时
非。”公元前 154 年新封中山国，
已非东周那个独立王国，而是秦
汉一统下的郡国。袭用中山之
名，创造新一轮辉煌，满城汉墓
就是杰出代表。墓主刘胜乃首
代中山王，定都卢奴（现在的定
州）。中山王系不断更替，几经
废立，直至隋朝，名号犹未消
亡。583 年，休眠的鲜虞又成为
卢奴新名，621 年归唐后才更名
定 州 ，历 经 宋 、金 、元 、明 ，在
1113-1369年间长期作为府治，
而府名仍为中山。鲜虞中山，流
响千年。狄希千日醉的传说还
使“中山”成为美酒代称。澄清
东周和汉代之后中山国分期，只
能依赖考古发现。

中山国雾暗云埋。近 50 年
几百篇论文如雨后春笋，而之前
考论只有《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
图说》较为权威。正是考古开启
了中山国研究的新局面。

灵寿城对后期中山国的解
读有重大意义。这些战国中晚
期遗存只有淡淡北方色彩又让
人疑窦丛生。王墓设置和中原

有很多雷同之处，中小墓葬方向
由东转北、陶礼器替代了日常用
陶。高度中原化的风格，引发两
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是戎狄华夏
化？还是华夏戎狄化？

然而 20 余处殊俗遗存的出
现，让情况越发复杂。它们散布在
冀中西部的平山、灵寿、行唐、新
乐、唐县、满城等地，具有区域性、
民俗性和特异性，时间在春秋晚
期至战国早期，直指前期中山，下
接灵寿故城。积石墓头东脚西，流
行殉牲和殉人，金盘丝耳环、络绳
纹铜容器、动植物合体瓠壶、虎形
金牌、豆形铜鍑等，特色迥异燕
赵，浓烈的草原气息趋向北方。问
题是：与后期中山天悬地隔。非但
定不了两者的血系承继，又滋生
了源头分歧：它们是夏家店上层
文化南延的山戎一支？还是雍州
东迁的白狄别种？苦苦追寻的鲜
虞，依旧是明月芦花。

追踪真相必须整合上述零
落的文化片段，这需要一个信息
足够丰富的基因图谱。2017 年
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之一的故
郡遗址的发掘恰逢其时。城邑、

居址、墓葬共存；铜器实用且成
套，体现了对中原礼制的慕效进
取；墓形、棺椁、礼器又与周礼不
同，鼎内除中原习用属于六畜的
羊外还用兔子，铜敦盛肉汁，近
400 只马牛羊头蹄的单独殉牲
坑、通联一字列阵的五辆驷马豪
车，体现了中原礼制与草原风情
的结合之美；随处可见的虎纹，
体现出中山流行的价值取向；大
量黄金装饰不是中原作风；与农
业人群共处的骑马人种，尤为引
人瞩目。数百具人及动物骨骼
送 到 中 国 社 科 院 考 古 所 测 定
DNA 同位素，植物、环境、冶金
等科技考古也相辅而行。科技
手段的介入对破解盘踞此域、游
恣在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族群之
谜提供了强力支撑。

故郡遗址最值得关注的是戎
狄华夏化。它有力地证明了北方
民族参与中山国前期文化构建的
事实，与灵寿故城时代相继，藕断
丝连，是解密中山国史的关键链
环。如果说灵寿故城代表文化归
一的辉煌顶峰，那么故郡文化则
是融合进程的动态呈现。

新发现让中山文化演化轨
迹愈发清晰。它是戎狄族群伸
入中原系统，交融升华的拔新领
异的文化结晶。从北方特色鲜
明的故郡遗址，到与诸夏几无二
致、以灵寿城为代表的后期中山
文化，再纳入中原文明的赵国郡
县系统，最后并入秦汉帝国版
图，完美体现了北方民族华夏化
的历史进程。

史册勾勒出中山国时间轴：
立国、斗晋、降魏、崛兴、称王、伐
燕、抗赵、衰亡，经历三起三落。
考古则描摹出中山文化剪影：迫
小而图强，合异而创新，流播包
容与坚韧。曲折而雄世，盛极而
瞬衰，富含教益和启迪。中山虽
非大邦却写下促进民族与文化
融合的光辉一页，是回眸中华民
族共同体来路的典例，有助于增
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

华夏集团与北方民族不断
碰撞、融合，铸就秦汉一统，中山
历史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一段
奇光异彩的华章。中山国研究
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因其徽号
反复变换，前期中山的形态、脉
络、特质，依然有待补充。中山
国全境全方位考古，精细化发
掘，多学科互鉴，复苏血肉丰满
的中山，推进“考古中国”，是实
现突破的必由之路。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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