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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暑已至，石家庄市东垣古城遗址
公园项目工地正在紧张建设之中。

2022年石家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
确提出，加快东垣古城遗址公园建设。
按照要求，今年8月底前初见成效，明年6
月底前建成投用。

建设东垣古城遗址公园的消息，引
起许多人对东垣古城以及石家庄这座城
市悠久历史的兴趣。

有人不禁要问，东垣古城在哪里？
东垣古城遗址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

北部，北隔石太高速公路，与滹沱河相望。
对东垣古城遗址，20世纪50年代、80

年代，文物部门分别做过调查。2004 年
以来，文物部门进行了局部考古钻探，初
步查明，古城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北城
墙因地势原因两度转弯，城址东西长约2
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面积约3平方公
里。城墙基宽约 20 米。2011 年 12 月、
2012年2月至4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
先后两次对东垣古城遗址部分地域进行
勘探调查，发现城垣、护城壕、窑址、水井
等遗迹222处。

这片如今看起来不起眼的遗址，不
但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
是石家庄在历史上成为滹沱河流域中心
城市的源头。

东垣古城，让我们推开一扇门，得
以 审 视 曾 活 跃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的 古 老
城垣。

石家庄市政协原副主席赵明信表
示，据初步考证，在今市辖范围内，见诸
史籍记载的当过县或者县以上政治治所
的历代城垣，至少有 60 余座。不只东垣
古城，石家庄市区和周围一些县市自古
以来就共享一块“宝地”，共同处在一个
重要的历史文化区域之内。

其中藁城台西发现的建有多处礼仪
建筑的商代大型聚落遗址，面积在 10 万
平方米以上，建筑奢华，等级分明，可见
绝对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址，很可能是商
朝王畿内的一个重要城邑，是这一带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可谓是石家庄市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城市遗址，至少
有3400年的历史。

位于平山县三汲乡林山脚下的中山
国，则是先秦时期重要诸侯都城遗址，在
考古学上与赵都邯郸、燕国下都齐名，其
出土文物之精美，是新中国重要考古成
就之一。

东垣古城就属于中山国的一座城
市，这说明石家庄市区出现过一片繁华
城市。中山国为赵国所灭，之后秦克赵
国，秦始皇统一中国，立即在这一带设
郡，为恒山郡。东垣为恒山郡郡治。秦
修驰道，南北一线经过东垣，东西一线由
此通向山西。东垣当时作为驰道之枢
纽，其战略位置之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
现在京广、石太两条铁路在此交会。由
此拉开了东垣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
的历史序幕。

西汉初，刘邦把恒山郡治移到元氏，
为郡为国，兴盛数百年。但是刘邦很快
发现，东垣不可轻视。在平定叛乱之时，
刘邦亲临东垣，把东垣钦名真定，取占领
东垣可使天下真正安定之意。从此，石
家庄一带开始有了“真定”一名。西汉和
东汉，这里又做了一百多年的真定国的
国都。正定历史悠久，世人皆知，而东垣
古城乃正定之前身。

赵明信介绍，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
起，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挖掘、弘扬石家庄
历史文化，探究石家庄悠久的历史。他
们不断地发掘历史宝藏，整理出见诸史
籍的历代城垣。

在石家庄60余座古代城垣中，其中
有17座古城作为州县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有15座至
今仍是县市政府驻地，具有千年历史的
城垣有14座。另外，40多座古城在历史
发展中失去了原来政治、经济中心的地
位，有的逐步废毁，遗迹难觅；有的因
处山区，至今仍保持古韵旧貌；有的因
为人为破坏，被夷为平地。不过有的经
考古发掘，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
些古代城垣是石家庄历史文化的重要载
体，是不可再生的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从文献、考古等方面探索这些古城的历
史面貌，是研究和全面揭示石家庄历史
文化的重要一环。

东垣，位于石家
庄域内，最早为战国
时期中山国的一座重
要城邑。不久前石家
庄建设东垣古城遗址
公园的消息，再度让
这个古老的城垣进入
人们的视野，让人审
视历史在这片土地上
留下的足迹。

石家庄市所辖区
域，既是北方城市起源
较早的地区，也是古代
城垣密集的区域，至晚
在商代已出现都市。
在正定新城铺、藁城台
西等地发现的商代大
型居民点遗址，反映了
商代这一区域部落密
集、人口聚居的现象。
见诸史籍记载的当过
县或县级以上政治治
所的历代城垣至少有
60余座，其中有17座
古城作为州县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一直
延续到近现代。

60余座古代城垣见证石家庄域内建城史

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繁峙，东穿太行山
脉，经岗南、黄壁庄水库，穿过石家庄市区
北部，堪称石家庄的母亲河。

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就
诞生过灿烂的文明。

在位于正定县城东南方向的石家庄
市长安区南杨庄村西北处有一处高地，当
地人称“卧龙岗”，这个“卧龙岗”不简单，
文物专家在此发现了南杨庄仰韶文化
遗址。

该遗址 1980 年 5 月至 1981 年 7 月由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进行全面发掘，面积达
2140 平方米，出土遗物有石、陶、骨、蚌
器，计1700件。

在该遗址出土的两件陶质蚕蛹模型，
经专家鉴定为家蚕蚕蛹。它的发现不仅
把人类饲养家蚕的历史向前推进到公元
前 3400 多年以前，而且以无可争议的实
物说明，野生桑柘资源丰富的滹沱河流域
是中国蚕桑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今天的石家庄主城区15公里半径范
围内，石邑古城、白佛口遗址等不同历史
时期重要的古城和遗迹层出不穷，如果将
半径扩大到60公里，还有中山古城、伏羲
台、蕃吾古城等，举不胜举。这些古城，也
为我们勾勒出石家庄一带区域经济文化
中心的发展脉络。

商王朝建立之后，创造出极为灿烂的
商代文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现和
发掘为此提供了历史实证。

早在 20 世纪初，台西就已出土不少
古代器物，但正式挖掘到 1973 年才开
始。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更多重要文物
被发掘出来。

赵明信表示，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
共发现了七项“世界之最”。最早的铁
器、最早的铁矿渣、最早的手术器械、最
早的平纹绉丝纺织品、最早的脱胶麻织
品、最早的酿酒作坊遗址、最早的酒曲实
物等。

尤其是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的铁刃
铜钺和铁矿渣，充分证明这里早在
3400 年前就开始采矿冶铁并成功
打造铁器，冶铁技术这一人类文
明进步的重要里程碑，将与台
西商代遗址一起写入世界文
明史册。

目前发现并保存有
实物的、世界上最早的
酒曲，也是在台西商代
遗址中发现的，这从
侧面展示了石家庄

农业文明的辉煌历史。
战国中山国文化，是继藁城台西商文

化之后，石家庄历史文化中令世界瞩目的
又一辉煌成就。

1974 年深秋，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在
山下取土时发现了几块硕大的陶质瓦片，
正在此做田野调查的河北省考古人员认
出这正是战国时期宫殿等大型建筑中使
用的陶瓦，由此拉开了中山国陵墓和国都
的发掘工作，逐渐揭开了这个古老王国的
神秘面纱。

赵明信表示，中山国是战国时期由白
狄人所建立的诸侯国。他们处于燕赵之
地、太行山一带，几度兴盛，武力强大。在
漫长的考古过程中，此地出土了大批富有
地方特色的珍贵文物，造型独特、装饰富
丽、制作精巧，为战国陵墓所少见。备受
瞩目的就是“中山三器”——铁足大鼎、中
山王夔龙饰铜方壶和铜圆壶。

在列国争雄的战国时代，中山国这个
仅次于七个“万乘之国”的“千乘之国”，凭
借其勇猛善战的雄风和纵横捭阖的策略
称雄一时，在列国争强中扮演了相当重要
的角色，曾被称为“战国第八雄”。

2017 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中，河
北的行唐故郡遗址赫然在列，这是一座中
山国时期的遗址。在河北省内至今共发
现三处车马坑，要论保存最佳，位于故郡
遗址的车马坑可拔头筹。

东垣也是中山国的一座重要城邑。
作为战略要邑，它一直到隋代真定县北迁
安乐垒为止，整整延续了约千年。

北宋时期，真定成为河北西
路的首府，从此确立了河
北 西 路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中 心
的地位。

古城勾勒出的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在历史的长河中，东垣古城辉煌过、衰落过，
几乎被世人遗忘。正在加紧建设的东垣古城遗址
公园，以及石家庄域内60多座古城垣遗迹、记载，
则不断提醒我们，这片土地，曾孕育出灿烂的古代
文化。

现代石家庄素有“火车拉来的城市”之称，在
这座新兴城市的土地上，为什么曾有如此多的古
城出现呢？

赵明信表示，石家庄一带之所以会形成一个
相对独立，却又极其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区域，归
根到底是这一块“宝地”的地理特点决定的。滹沱
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石家庄域内的一系列古城
垣，都与“太行山+滹沱河”的区位优势有直接
关系。

“石家庄一带，一是西有4亿多年前从大海之
中抬升出来的太行山，并且有一个在 200 多万年
之前形成的井陉盆地，具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
二是东有流水冲积加冰山冰碛沉积而成的广阔平
坦的平原，土地肥沃，三是井陉盆地狭窄的东西出
口，沟通河北山西，由于历史上山深林密，只有通
过井陉盆地才能连接冀晋，乃冀晋之咽喉，四是滹
沱河拦腰系在南通中原、北至幽燕的要道之间，居
要冲之地。”赵明信认为，正是这种地理特点，形成
了石家庄鲜明的历史文化特点。

这里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小战役
不计其数。

苏轼曾有“千峰右卷矗牙帐，崩崖凿断开土
门”的诗句，生动地形容这里地势险峻。历史上著

名的“背水一战”就发生在这
里，韩信以数万兵力，奇正并
用，背水列阵，一举击破二十万
赵国大军，灭亡了项羽分封的
赵国，在军事史上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因此“背水之战”又
称“井陉之战”。

究其原因，便是因为太行
山山高路险。

中国现代地质学先驱丁文

江先生认为“太行山的路没有哪条有井陉重要，因
为它是太行山里唯一可走大车的路”。

井陉，太行八陉之第五陉，秦皇古道至今留存。
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冀晋咽喉。滹沱河汹涌

湍急，历史上被称作“滹池”“恶池”“小黄河”，如天
堑扼制南北。由于这一带是控制冀晋咽喉、南北要
冲之锁钥，无论是北取幽燕，还是南占中原、夺冀
取晋，东征西战，这里都是战略要地。

中山国时期，这一带就“仰机利而食”，商贸相
当发达。战争、动乱无不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但
遇到和平安定环境，经济便能迅速恢复和发展。东
垣古城便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

这里融合中原和北方民族的先进思想文化，
文明灿烂光华。

现存于正定的开元寺钟楼和须弥塔，广惠寺
华塔、天宁寺凌霄塔、临济寺澄灵塔及毗卢寺等著
名宗教建筑，均始建于唐代。赵州安济桥是世界公
认的大型敞肩式石拱桥的鼻祖，被联合国确认为
世界人类文化遗产，这些都与正定古城、平棘古城
等古城的发展密不可分。

这里交通四通八达，利于发展商贸。
明清时期，石家庄获鹿的工商业发展到鼎盛。

尤其随着晋商的崛起，获鹿作为晋商东行的一个
必经之地，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1902 年，法国、比利时投资兴建的京汉铁路
修到石家庄。1907 年，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通
车，起点设在石家庄。自此，作为正太、京汉铁路的
交叉点，石家庄成为交通枢纽，转运业、商业、工业
迅速发展，现代城市开始兴起。

“京汉、石太铁路在石家庄的交汇连接，看
似偶然，却恰好说明，这里是南北要冲和冀晋
咽喉最为便利的连接之处。千载年华，斗转星
移，石家庄城市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从东垣
古城到常山郡治，从石邑故城到真定府城，百
年古城，千年兴废，一直环绕石家庄近郊变
迁。随着近现代交通和机器工业的兴起，石家
庄 的 崛 起 ， 是 历 代 城 治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的 延
续。”赵明信表示。

一块地处南北要冲、冀晋咽喉的“宝地”

据有关统计，石家庄区域在历史上曾出
现过的古城就有62座，其中行唐城、灵寿城、
真定城、平棘城（今赵县）、毋极城（今无极）、
鹿泉城、赞皇城、房山城（今平山）、深泽城、
高邑城、廉州城（今藁城）、元氏城、鼓城县
城（今晋州）、新乐城、栾城15座城垣一直延
续至今。还有许多古城虽已消失，但在历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石为名：石邑城

在鹿泉区封龙山北麓，有一座千年古城遗
址——石邑城。

该城创建于春秋、延续至隋朝。在上世纪80
年代初，城垣遗址基本完整，西、北门及西、南、北
三面城墙遗址尚存。城址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
宽约800米。其中出土过青铜短剑、铜矛、铜镜及
战国至新莽时期货币等。这些文物的发现，证明

这座城内曾建有不少大型建筑，早在战国、
秦汉时期已具有相当规模。这也

是石家庄区域最早出现
的与“石”有关的

古城。

西汉时北方纺织中心：房子城

在高邑县西南古城村一带，残存一古城址，为
夯筑土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400米，南北宽
约1100米。经高邑县当地文物部门调查，此处其实
是一座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古城——房子城的遗址。

由于此地所处地理位置重要，历史上多有战事。
有史记载的较大战争不下四五次。如西周时，周穆王
北征巡狩曾至房子城，春秋战国时赵国赵敬侯王与
中山国争夺房子城，大将廉颇攻房子城之战，房子城
并入赵国版图。

西汉至三国魏时，房子城是我国北方著名的纺
织中心之一，当地所产生的“房子棉”(纩棉)是北方纺
织精品，被定之为“御棉”，专为京城达官贵人使用。曹
操的夫人卞氏向太尉夫人送礼，礼单上特意标注送

“房子棉百斤”。西晋文学家左思在《魏都赋》中则有
“锦绣襄邑，罗琦潮哥，纩棉房子，兼总清河”的记载。

1993年，房子城遗址被列入河北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被淹没的古城：蕃吾城

在黄壁庄水库，则有一座被淹没的古城——
蕃吾城。

平山古有蕃吾城，西汉时置县，辖地大致为今
平山县及鹿泉区北部与灵寿县西部的一些区域。

历经汉朝四百年无变更，至魏废，晋又复置蒲
吾县。唐武德初撤销蒲吾县。

《史记·殷本纪》引用《世本》说“契居
蕃”，商族始祖契的发祥地就是“蕃”，

对于“蕃”的位置所在，有学者认为
就是平山蕃吾城。

上世纪50年代，原址已
被黄壁庄水库淹没，现在

的蒲吾村为迁移后的新
址。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孙 磊

■链 接

石家庄周边古城轶事

▼东垣古城遗址文物
保护碑。
河北日报记者 孙 磊摄

▶藁城台西商代
遗址6号房屋。

河北博物院供图

▶中山国遗址出
土的错金银铜版兆域
图。河北博物院供图

◀中山国王陵陈列
馆。中山国古城遗址管理
处供图

蓝天白云掩映下的正定古城蓝天白云掩映下的正定古城。。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朱旭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