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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中华民族的

发祥地之一。

涿鹿之战后，黄帝、

炎帝、蚩尤三祖融合，终

成华夏。

保定唐县，传说中

尧的初封之地。

邯郸邱县，大禹曾

于此治水的故事流传至

今。禹分九州，以冀州为

首，河北的简称“冀”自

此而来。

邢台，曾是商王朝

前期的王都之一。

石家庄藁城，曾矗

立着殷商的北方重镇

台西。

“燕赵”的版图，则

奠定于战国。

边疆苦寒的燕、四

战之地的赵、国祚短暂

的中山，孕育了燕赵大

地勇武任侠、慷慨悲歌

之风。

从涿鹿之战，到燕

赵并立，河北一步步见

证了中华文明的孕育，

也一步步确立了自身独

特的人文气质。

【阅读提示】

刊名题字/韩羽

文明的初曙

三祖融合成华夏

2019年12月15日，阳原。
一件重要文物在严密护送下，从省文物研

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发，历时4个小
时、337 公里行程，被转运至位于这里的泥河
湾博物馆。

这是一次“回家”之旅——在出土24年后，
这件文物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泥河湾。

“它一回来就成为我们的镇馆之宝。原本
我们准备在春节之后为它举办一个欢迎仪式，
因为疫情防控没能举行。”泥河湾博物馆馆长
侯文玉至今觉得“亏欠”了它。

它究竟是什么“宝贝”？
2020年 9月 6日，在泥河湾博物馆一楼新

石器时代展厅，我们见到了它——玉猪龙。
它很小，高3.3厘米、宽2.6厘米，要透过展

柜的放大镜，方能看清阴刻的纹理。它脱胎于
一块环形玉，有着猪首、龙身，身体卷曲，首尾
相接，因此得名“玉猪龙”。

1995年，在阳原姜家梁墓地，考古工作者
在距今 5000 多年前的一座墓中发现它时，它
静静躺在墓主人颈部右侧。

它是迄今在河北境内保存的唯一一条新石
器时代的“龙”，对于河北考古界，弥足珍贵。

龙，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我们都是“龙
的传人”。

其实，在两千多年前，便有一个人来到河
北，探寻中华文明的渊源。

公元前 107 年，西汉靠近北境的涿鹿古
城，一位39岁的史官，细细考察涿鹿古城的遗
迹，耐心向当地老人询问古城与黄帝、炎帝、蚩
尤等原始部落有关的民间传说，为他正在写的
一部史书收集素材。

他就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到访的这座古城，城址就在今天张

家口市涿鹿县城之下。今天的考古发掘表明，
这座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在这里发现的秦砖
汉瓦，虽然并未见证炎黄时代的风云际会，但
或许真的曾迎接那位亲访古迹的太史公。

最终，他把考察的收获结合史料，写入了
《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
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
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黄帝胜利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这是今天我们在记载中能看到的关于中
华民族源流较早的记述。

史籍记载，距今大约5000年前，黄河中下
游分布着众多规模大小不一的部落，其中三个
最强大的，首领分别是黄帝、炎帝和蚩尤。

在部落间征伐中，黄帝经过“阪泉之战”
“涿鹿之战”，征服了炎帝、蚩尤部落，统一华夏。

黄帝、炎帝、蚩尤被尊为“华夏三祖”。
涿鹿一带，就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战

争的古战场。
“通过战争，黄帝、炎帝、蚩尤领导下的三

个主要部族，在这里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
一次大融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原所长夏自正说。

考古发现也在印证，这一带有着多元文化
的交汇融合。

2020年10月19日，蔚县蔚州博物馆。
馆长李新威指着馆中两件器物的图片，

“要放在一起看，才能发现深意。”
一件是蔚县三关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的

典型器——龙鳞纹彩陶罐。龙鳞纹由
平行的单向曲线构成，线条为红彩，从口
沿一直延伸到腹部。

一件是蔚县琵琶嘴遗址出土的仰韶文
化典型器——玫瑰花彩陶盆。彩陶盆为泥
质红陶，敛口平沿，圆唇鼓腹，陶盆肩、腹
部用黑彩绘有玫瑰花卉纹图案。

一种考古学观点认为，这一“龙”
一“花”在众多器物上的出现，有规
律可循。

“龙”，多出现在黄帝部落主
要活动区红山文化区；“花”，也就
是“华”，多出现在炎帝部落主要活
动区仰韶文化区。

“龙”和“花（华）”，正是中华民族
文明起源中最重要的两个徽标。

“炎、黄两大部落的典型器在蔚县共出，说
明壶流河一带是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多文化
交流融合的通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重
要地区之一。”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
院院长谢飞说。

回到地图上，蔚县距离司马迁考察的涿鹿
古城并不远，直线距离只有80多公里。

千古文明开涿鹿。
“史料与考古发现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

的初曙之光，在河北闪亮。”夏自正说。

神话时代的河北

2020年7月9日，唐县。
“尧山”“唐尧路”“唐尧公园”“大白尧村”

“尧都瑞府”“尧康医药”……来到唐县，经过的
乡村、社区、公园、企业、医院，在名称中有一个
字出现频率极高——“尧”。

唐县人用这种命名的方式，纪念传说中曾
居住在这里、被历代帝王奉为典范的上古部落
联盟首领——尧。

尧，五帝之一，传说中黄帝的玄孙。
唐县，在古籍记载中，是尧被封侯时的封

地，所以尧又称唐尧。
《后汉书·郡国志》唐县条注：“《帝王世纪》曰：

‘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庆都山。’”
尧受封来到唐地，这里北有尧山、南有都

山，唐地的治所在尧山脚下，尧的母亲庆都住
在都山，尧登尧山向南眺望母亲居住的都山，
便有了“望都”一词，这就是望都县名的由来。

今天的望都县城，依旧在唐县的东南。
唐尧文化研究者考证推测，今天唐县、顺

平、望都三县交界一带，大致就是尧受封唐地
的中心地带。

尧在位期间，一直面临一个重大挑战——
水患。

当时的华北平原，并不像今天这样一马平
川，沃野千里。那时气候湿润、雨量丰沛，加之
古黄河水系的存在，河泽遍布。

“距今约5500年前后，由于渤海海侵，海平
面上升，华北平原只局限在今天馆陶—邢台—
宁晋—清苑—北京（马驹桥）一线以西的太行山
山前部分。”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学术
委员会原主任、研究员吴忱说，华北平原这种

“湿润多雨”的状态，直到距今3000年前后才向
干燥少雨转变。

地貌学家的科学研究，为上古时代的传说
提供了最好注脚。

而尧治下的唐县、望都一带，正处在湿润
多雨期的古黄河水系滹沱河流域。

史料记载，因饱受水患之苦，尧决定带领

部 落 向
西迁徙。

一条可
能的路线是，

他们顺着太行
山东麓南下，从
唐地一路向南经
过行唐、灵寿、平
山、井陉，之后过

娘子关到达太原，在

汾水流域定居下来。
在这一路，尧留下了许多故事。

“行唐”，同样是一个古老的地名。
在战国时，这里是赵国属地，名为“南行

唐”邑，西汉时置“南行唐”县。而“南行唐”，其
实是“于唐南行”的倒装句，是对帝尧“于唐地
向南行过此地”的纪念。

唐县、望都、行唐、顺平、定州……今天，在
我省中南部这些县市的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尧
活动的记载。

为了治水，不久后，又一位上古帝王——
禹踏上河北的土地。

《史记》记载，“禹行自冀州始”。
这个“冀州”，并非今天我们熟知的衡水冀

州区，而是当时禹划分的九州之首。
唐代张守节撰写的《史记正义》记载：“东

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皆冀州也。”
东河、西河、南河指的是黄河的不同河段。

“东河，指的是黄河下游近南北
流向的部分；西河，指黄河中游陕西、

山西交界处自北向南流的部分；南河，
指黄河中下游自西向东流的部分。”吴忱说。

也就是说，当时的冀州，至少包括今天河北古
黄河西北的部分、山西全境以及河南黄河以北。

《尚书·禹贡》详细记载了禹在冀州治水的
路线：“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
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

“衡漳”是大禹治水的重要一站，专家推测
在今天的邯郸邱县一带。

2020年9月9日，邱县人文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中厅的浮雕墙上，雕刻着一幅大禹

治水的浮雕。浮雕上，黄河之水弯曲而下，大禹
率众疏黄河水入漳河。

邱县，地处太行山前冲积平原，土地肥沃，
先民们在古黄河两岸繁衍生息。

至今邱县还有大河套、黄河套、波流固、大
临河等39个村庄因临近或环绕古黄河而得名。

禹的足迹，不止到达邱县。在河北古黄河
故道沿途的城市临漳、成安、曲周、临西、清河
等地，人们用建大禹公园、塑雕塑、办文化宣传
栏等方式，纪念这位上古帝王的治水功绩。

历时数年，大禹带领族人通九泽、决九河，
终于解除了自尧以来水患的威胁。

“冀州”，这个大禹命名的地名，历史上许多
朝代设置行政区划时继续沿用，并逐渐落在了
河北。

现在，“冀”便是河北省的简称。
东汉刘熙《释名》一书中，解释了“冀州”的

由来：“其地有险有易，帝王所都，乱则冀治，弱
则冀强，荒则冀丰也。”

或许在上古帝王心中，河北就已经是一片
被寄托了太平、兴旺美好愿望的土地。

商先祖故地

2020年 11月 13日，邯郸市博物馆新馆正
式开馆。

在“‘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
展厅，几件长着三只袋状足的陶罐，在众多陶
器中形制显得有些特别，看上去萌态十足。

它们叫“鬲”（lì），出土于邯郸涧沟遗址、
下七垣遗址等多个遗址，是一种生活炊具，用
来炊煮加热，相当于今天的锅。

虽然几件鬲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个辨识
度很高的共同特征——三个中空的袋状足。

“袋状足的出现，使锅有了连体支脚，受热
面积更大，加热效率更高。”邯郸市文物研究所
原所长乔登云说。

鬲是商文化的传统炊具。
这种升级了的“锅”，大约在距今 4000 年

到 3600 年，开始在河北中南部流行。创造和
使用它们的，是商人的祖先。

商代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支占有重要
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

提到商，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殷商。其
实殷商是因为商王盘庚迁都殷而得名，而早在
商王朝建立前，商部族就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

那么，商文明究竟在哪里孕育？
《尚书·商书序》记载：“自契（xiè）至于成

汤八迁。汤始居亳（bó），从先王居。”
商王朝的开国之君成汤，最初居住的“亳”

这个地方，这里也是商的“先王”居住的地方。
商的“先王”，指的是商的始祖，契。商民

族的形成以契为开端，所以找到契的居住地，
就确定了商民族发祥地。

契，曾住在哪里？
《世本·居篇》云：“契居蕃（bō）。”
关于契的史料很少，这三个字，成为史学

界和考古界探寻商民族起源的切入点之一。
“蕃”，是今天的哪里？
因为还缺乏确凿考古实证，学界尚无定

论，但目前有石家庄、邯郸、保定等多种说法：
考古学家邹衡、丁山考证认为，今天平山

县古地名为“蒲吾”（亦作“番吾”）城，就是“蕃”
地所在；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音韵学上，滳、漳二字
音近，且古可通假。甲骨文中记载商人起源于
滳水流域，就是邯郸磁县附近的古漳水流域；

还有学者根据孟子所说“汤居亳，与葛为
邻”推断，葛城，是今雄安新区安新县安州镇
的古称，所以商部族起源于保定一带古博水
流域……

尽管“蕃”的地理位置说法众多，但从大多
落在河北境内来看，河北是先商文化的重要分
布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下转第十版）

商文化的“老家”

河北境内商代遗址河北境内商代遗址
分布图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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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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