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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最古老的城

2020 年 9 月 22 日，秋分。塞外山城张家
口，已有些许寒意。

上午10时，天朗气清，崇礼区高家营镇
大水沟村西侧阶地的考古作业现场。

“看！那就是张家口的北大门——大境
门，距离这儿的直线距离也就六七公里，开
车最多10分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副教授崔英杰站在一处高坡上，往西南方
向指了指。

“自古以来，大境门就是扼守张家口的
北大门，而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可以说是

‘最早的张家口’。二者距离这么近，你说是
不是巧合呢？”崔英杰神秘地笑了笑。

大水沟村仅有的几十户人家，还是20世
纪90年代从别处搬迁至此。为什么这里能被
称为“最早的张家口”呢？

“长期以来，提到河北建城时间最早的
城市，考古界比较公认的是拥有3500年建城
史的邢台。但最新的考古挖掘越发清晰地表
明，位于崇礼大水沟村周边阶地上的邓槽沟
梁遗址，建城史可以上溯到约4200年前。”崔
英杰介绍。

通俗地讲，邓槽沟梁遗址就是河北目前
已知的最古老的城。

这是一个足以改变人们对河北城市发
展史认识的新发现。

崔英杰和邓槽沟梁遗址的第一次相遇，
是2014年年底。当时，在刚刚结束的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中，邓槽沟梁遗址被当地文物
部门发现并上报。受学院委派，崔英杰第一
次踏上这片土地。经过初步考察，他判断，这
里是一片新石器时期遗址。

2015年，崔英杰带领河北师范大学考古
系学生开始了对邓槽沟梁遗址的试掘。

石护坡、灰沟、夯土墙基、房址……随着
发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遗迹开始超出了普
通新石器遗址应有的内容，在崔英杰的脑海
中，勾勒出一座新石器史前城的模样。

对于新石器考古已经许久没有突破性
进展的河北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2017年5至11月，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
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考古所、崇
礼区文广新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
行正式勘探与发掘，对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
也同时展开。

新的发现不断印证着崔英杰的判断：考
古队挖掘出土了大量陶片、石器及少量的骨
器和蚌器，采集了大量动物骨骼及土壤
样品。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队发现了多段夯土
墙基、多座房址和多个灰坑。这些夯土墙基，
正是当年的城墙遗址。专家们根据墙基遗迹
推测，当年的城墙沿山梁而建，呈不规则形
状，城内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

“在古代，‘城’和‘市’是两个不同概念。
‘城’是指城邑四周的墙垣，而‘市’指的是交
易场所。”崔英杰解释，“早期人类出现时，只
有聚落，没有城。在考古工作中，只要一个遗
址有范围确定的城墙和城内的一些高规格
建筑，基本就可以认定其为城。”

这里，真的曾经存在一座城。而且，是河
北迄今发现的第一座史前城。

对部分出土器物的精确测年结果显示，
邓槽沟梁遗址的年代跨度也令人惊讶——
从距今 8000 年前到距今 4200 年前。如此长
的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新石器早期到晚期
的大部分阶段。

即便在历史的长
河中，4000年也绝不是
一个短暂的概念。邓槽
沟梁的文明延续为何
如此长久？

研究发现，邓槽沟
梁文明的延续并不是
单一变迁的过程，而是
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
结果。

目前的挖掘结果
显示，位于邓槽沟梁遗
址文化层最下层的文
化遗存，距今8000年左
右。这些遗存包括一些
方形石灶、肩石锄、圆
形磨棒及筒形罐，还有
在房址中埋人的现象——这些文化遗存和
文化现象，和同一时期的北方兴隆洼文化高
度相似。

在邓槽沟梁距今约6000年到5000年前
的文化层中，考古工作者们则发现了大量彩
陶——这些彩陶和同一时期的石家庄正定
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十分近似。

而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邓槽沟梁遗址
发展晚期，面貌又与位于其正西方位约200
公里外的内蒙古老虎山文化极为相似——
正是在这个阶段，遗址中的城墙夯土基址、
夯土台基、白灰面房子等大量出现。也就是
说，在这个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城出现了。

“早期受来自北方的文化影响，中期受
来自南方的文化影响，晚期又受来自西方的
文化影响，邓槽沟梁文化的延续发展过程，
堪称一部史前文明交流史。”崔英杰认为，这
也是其文化延续如此之久的重要原因。

“邓槽沟梁遗址的文化变迁说明，地处
京、冀、晋、蒙四省交界处的张家口一带，在
史前时期就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区
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
认为。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大自然在人们尚
未察觉之时就悄悄埋下了伏笔。公元 1644
年，在张家口市区北端，万里长城中的一座
关隘拔地而起。它，就是大境门。

作为扼守张家口乃至北京的北大门，大
境门自建成起，便成为连接边塞与内地的交
通要道。来自蒙古草原和欧洲的牲畜、皮毛、
药材、毛织品、银器等和来自中国内地的丝
绸、茶叶、瓷器、白糖在这里交易买卖，大境
门成为我国北方国际贸易的内陆口岸。

虽然时间已过数千年，但从邓槽沟梁到
大境门，文化交流中心的位置却仅挪动了几
公里。

“这是巧合吗？”崔英杰笑着，又问了
一遍。

从山前到水边

“谈到河北的城市发展史和古城，首先
绕不开的就是邢台。”

面对着一张河北地图，河北省建设厅原
副巡视员、高级规划师刘运琦把手指向了位
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的邢台。

“3500 年前，商朝第十四任君主祖乙迁
都于邢，邢台因此成为华北地区最古老的都
城，也是中国北方最早形成城市的地区之
一。此后，层层叠压的夯土、灰坑，直接记录
了古城历经秦、汉、唐、明多个时期的信息。”
刘运琦说，邢台也因此长期被史学界誉为黄
河以北地区“第一城”。

河北，中国城市
文明发源较早的地区
之一。

从距今约42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城
址邓槽沟梁，到华北
平原最古老的城市邢
台；从我国保存最为
完好的战国古城址邯
郸赵王城，到被公认
为“中国古代都城建
设典范”的邺城……
千百年来，燕赵大地
的城市文明在古代中
国的历史长河中熠熠
生辉。

进入近现代以
后，河北各城市又因
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
和发展机遇，呈现出
迥 然 不 同 的 发 展
特点。

让我们一道探究
河北城市的源头和未
来，一起寻找河北城
市的打开方式。

都市沧桑

为什么是邢台？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邢台，地处太行山东麓，古黄河下游，太

行山东麓洪积平原最早出露，土地肥沃、气候
宜人，因此成为人类早期聚居生息之地。

邢地土肥水丰，百泉竞流，故称“井方”。
邢人凿井筑邑，后来合“井”“邑”二字为一字，
这就是“邢”字的起源。

《竹书纪年》记载：“甲辰九圯，祖乙徙都于
邢。”《史记》中，也有“商祖乙迁于邢”的记载。如
今，随着邢台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人都
对邢台古城最早的形成过程耳熟能详。

“但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祖
乙迁邢之后的第二次小规模迁徙。”刘运
琦说。

根据记载，祖乙迁邢次年，邢地遭山洪冲
击。于是，祖乙率领商王室贵族再次作小范围
近距离迁徙，并于5年之后，大兴土木建城。

根据专家考证，这次小规模迁徙的距离
并不远，大概只有十几公里。但是，这次迁徙
的意义却很重大。

“当时，位于山前平原地带的邢台频发水
患，祖乙经过考察，最终选择把城址迁到了富
水区附近的一处海拔相对较高的高地之上。”
刘运琦解释。

2020年10月21日，邢台市信都区。
达活泉公园内层林尽染，湖畔点缀着亭

台，远山近水与城市融为一体。
这里，是河北面积最大的城市内公园。公

园内的达活泉，更是邢台地下泉群中的重要
泉眼，开凿历史可以追溯至汉光武帝时期。历
史上，这里曾经“水涌百穴，甘露争溢”。

根据考证，达活泉以及其他地下泉群集
中分布的邢台市区西部地区，就是祖乙第二
次迁徙最有可能的落脚地。

在亿万年沧海桑田的变化过程中，发源
于太行山的各水系由于地势高差，从太行山
中挟带泥沙，向东奔涌而出，一个个冲积扇在
山前堆积。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正适合先
人们在此聚居生息。

从最早的人类聚落出现，到最早的古城、
古都的孕育……沿着太行山东麓平原，一条
人类文明走廊逐渐形成。

许多可以上溯到早期历史阶段的商周两
代的县城，几乎无一例外地沿着太行山东麓
这条早期文明走廊密集分布。

时光跨越千年，大量古都、古县历经朝代
更迭留存至今。

“民政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和
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曾共同评选过
中国‘千年古县’。”刘运琦介绍，入选标准包

括置县1000年以上，专名沿用千年以
上或者历史上有短暂变更但又恢复使
用至今。

评选中，河北省有 20 个县入选，
“千年古县”数量仅次于山东，位列全
国第二。

涿鹿、滦州、涿州、定州、灵寿、元
氏、赵县、武安、魏县……细数河北“千
年古县”可以发现，它们中的绝大部分
都位于太行山东麓或燕山南麓山前平
原或山间盆地。

然而，在这 20 个“千年古县”里，
有一个县既不位于太行山、燕山山麓地带，也
不位于山间盆地之中。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它
甚至有些远离文明最早发源的山前地带。

它，就是地处河北省东南平原腹地的衡
水武强。

2020年5月20日，小满。
武强县街关镇周边的耕地上，金黄的麦

粒已经饱满，麦收即将开始。
这片如今位于武强县城西南与深州、武

邑交界的区域，在历史上数百年的时间里，曾
经一直是武强老县城所在地。

沿街关镇洛湾村由南往北直至县界，有
一条时断时续的古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溃水堤。如今的溃水堤大部已经被庄稼覆盖，
偶有幸存残堤，长度仅有数米，远看犹如一段
段小土丘。

清道光《武强县志》载：“古堤，县治四面
皆有，相传为宋杨延昭决水灌河而筑。”

根据考证，溃水堤在武强县境内长达15
公里，犹如千里平原上的一道水长城，故又有
长城堤之别称。

水，正是武强区别于其他千年古县的关
键词。

“如果说其他大部分古县形成都离不开
‘山前’这个关键词，那么武强则离不开另一
个关键词——‘水’。”武强县退休干部、文化
学者刘金英告诉记者。

武强一带早期文明和水的渊源，甚至可
以上溯到东周时期。

2004年4月21日，武强县北代乡杜林村
村南。

一个独木舟在村民取土时被偶然发现。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取样进行碳
14检测后，确认其年代为距今2537年（±39
年）的东周时期。

“发现东周时期独木舟，在整个河北考古
史上尚属首次。”刘金英表示，这次独木舟的
出土，证明早在2500多年前的东周时期，武
强一带就有了人类活动，且当时的武强一带
水网密布。

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武强境内的水资
源一直十分丰富。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代，滹
沱河、漳水、滏阳河、龙治河、朱家河等多条河
流曾长期同时流经武强境内。

“从 3500 年前太行山前最早的古都邢
台，到因水而兴的千年古县武强，恰好反映出
河北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最初的文明、
聚落、古城在山间及山前发源、兴起，随着河
流的延伸和平原的向东堆积，逐渐延伸、扩
大。”刘运琦分析。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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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城市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