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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乐成”之初

走进沧州古城遗址⑥

““乐成乐成””烟云烟云
吕永森

“乐成”最辉煌的时期是两汉。公元前
178年，汉文帝封建河间国，以刘辟疆为河间
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河间国，或许这可
以看作为“乐成”的“辉煌预热”。

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子刘德就封河间。
到达国都“乐成”后，立君子馆，筑日华宫，延
聘毛公、贯公、颜芝等儒学大师，搜集佚书，大
力复兴儒家文化。在献王身体力行下，“乐成”
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之一，大批先秦典
籍在“乐成”得到重生。

在拯救先秦典籍的过程中，献王刘德确
立了“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正是在献王实
事求是精神指导下，以《诗经》《左传》《孝经》

《周礼》等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才得以在中华
文明史上散发出永恒的光辉。民间学者毛公
被刘德聘为博士。他倾毕生之力，完成《毛
诗》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终于使
这部伟大著作在秦劫火后复生。《毛诗》是唯
一流传下来的《诗经》，对后世影响深远，故

《诗经》又称“毛诗”。
后人对献王刘德拯救中华文明的贡献十

分敬仰。东汉班固评价说，“修学好古，实事求
是”“夫惟大雅，卓而不群”。宋司马光评价说：

“微献王，六艺其遂翳乎！故其功烈，至今赖
之。”乾隆帝评价说：“三雍曾著称，五经也赖

显。”而实事求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更发挥了巨
大作用。到清朝时，实事求是被乾嘉学派奉为
治学圭臬，并将之发扬光大，对中国学术史产
生了深远影响。到了现代，实事求是被中国共
产党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观的哲学高
度。1941年，对实事求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论述，实事求是从此成为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
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

进入东汉，光武帝刘秀因为相信“得不得
在河北”的预言，“乐成”也很快成了他的根据
地。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明帝封
皇子刘党为“乐成”王，永元二年（公元 90
年），汉章帝封皇子刘开为河间王。东汉以

“乐成”为国都的河间国成为东汉帝国内部
一个地位特殊的藩国，这份特殊使得两个河
间王子由“乐成”进入长安，成为帝国最高统
治者。

公元147年，梁太后与大将军梁冀“定策
禁中”，令羽林持天子节杖，用王青盖车迎河间
王子刘志入宫，是为桓帝。汉灵帝的继位同桓
帝大同小异。桓帝死后无子，窦太后与其父窦
武再一次“定策禁中”，他们相中了河间解渎亭
侯刘苌的儿子刘宏。刘宏十二岁，又是一个小
孩子皇帝。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升任）辅政，

不过照前例办理而已。于是“车班班，入河间”，
刘宏在无知的状态下成了帝国的皇帝。

桓、灵二帝均在少年时代就远离了家乡。
就要入宫当皇帝了，这实在是又新鲜又陌生。
他们懂得什么是天下吗？他们了解宫廷里的
险恶吗？他们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吗？可
是，他们的心里还来不及准备一下，就出发
了。“乐成”望不见了，京师很遥远，皇帝的仪
仗前呼后拥，父母担忧的目光被远远地甩到
了身后。

“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
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
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梁。梁下
有悬鼓，我欲击之丞相怒。”东汉的这两首民
谣形象地道出了桓、灵二帝的可悲之处，而

“乐成”又到了易主的时候了。
不过东汉的时候，“乐成”除了政治的漩

涡，还有文学的亮色。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
136年）张衡来到“乐成”，任河间国相，他在此
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抒情短赋《归田
赋》，而他在“乐成”创作的《四愁诗》更是中国
文学史上的精品。至今，在献县“乐成”遗址，
还有著名的张衡读书台，诉说着这位科学家、
文学家的政治抱负。

“乐成”，寓意吉

祥，是一个很好听的

名字。它第一次出现

在历史的舞台上，是

以九河之间中心城

市的名义出现。当时

“河间”一词还只是

一个地理概念，而代

表“河间”的中心城

市就是“乐成”。所

以，直到河间郡治所

迁移之前，“乐成”一

直是河间的代名词。

就像瀛州镇是河间

的治所，乐寿镇是献

县的治所、小范镇是

武强的治所一样。

“乐成”遗址位

于献县河城街镇魏

村村南。

这座城市是如

此的古老，三晋古玺

“乐成府”就是证明。

它在战国时代就已

经是燕赵大地上一

座著名城市。

“乐成”，做为先

秦至北魏，九河之间

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一直延续至公

元 487 年。人们还来

不及书写它的历史

的时候，它竟轰然成

了历史的废墟。

“乐成”的具体建城时间不得而知，但当
那方““乐成”府”古玺出土的时候，它确切地
说明“乐成”这座城市在春秋时即已存在的历
史。到战国之时，“乐成”已同南边的邯郸、北
边的蓟城一样，发展成了燕赵大地上的重要
城市。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也随之而
来。

根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11年，秦赵
之间发生了著名的“割河间以事秦”事件。

这时的赵国正在赵武灵王领导下崛起。
赵武灵王在历史上实行了赫赫有名的“胡服
骑射”，通过武灵王励精图治、锐意改革，赵国
成了战国七雄中的强国。

如此一代英豪怎么会向秦国屈服呢？赵
武灵王时代是赵国最强大的时代，秦国当时
还没有成为超级大国。“割河间以事秦”这件
事，已有众多学者怀疑不是发生在武灵王时
期，但这并不妨碍此次事件的真实性。

公元前 249年，秦庄襄王把河间（乐成）
做为封邑封给了吕不韦。为了扩大自己的封
地，吕不韦想攻打赵国。十二岁的少年甘罗
自告奋勇，出使赵国，对赵孝成王进行游说。
赵王很害怕强大的秦国，立即割出五座城池
来扩大吕不韦在河间的封地。

公元前 238年，有人向秦王告发嫪毐不
是宦官，常常和赵太后私通，并生下两个儿

子，还说若是秦王死去，就立这儿子继位。秦
王赢政严查此事，恰巧的是此事与相国吕不
韦有莫大关联。赢政族诛嫪毐后，也想趁机杀
死吕不韦，但因种种考量，暂时没有。

公元前 237年，赢政终于免去吕不韦的
相邦，把吕不韦遣出京城。又一年后，迫令吕
不韦自杀。也就是在这期间，即公元前 237
年前后，吕不韦的“河间封地”被秦统一入中
央政府。自此，以“乐成”为首的河间十多座
城市在秦统一全国前，提前进入帝国的统一
版图。秦国统一此地区后，在“乐成”建置了

“河间郡”。从此，正式奠定了“乐成”作为河
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贰 辉煌时代

三国时代，“乐成”成了曹洪的封地。魏黄初
三年（222年），曹丕封曹干为河间王。而“乐成”真
正再次搅动历史已经是西晋。晋朝的河间王有七
位，但没有哪一位来得比司马颙恶劣。司马颙，对
不熟悉历史的人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人，但正
是这个陌生人竟然是中国历史上长达十六年之
久的巨大灾难的参与者与制造者，而那次长达十
六年的巨大灾难更是使中国陷入数百年大分裂
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公元 277 年，司马颙由太原王改封为河间
王。皇帝让他去镇守关中。晋代“石函之制”规
定，不是皇帝的嫡亲不允许镇守关中。《晋书》
中就说：“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颙于诸王为
疏，特以贤举。”对司马颙来说，他那非同一般
的政治头脑现在只差一个机会，只要机会一
来，那他司马颙便可以掌握天下。机会终于来
了，皇后贾南风的专权乱国给司马颙们打起

了一面“清君侧”的正义大旗，长达十六年之
久的“八王之乱”开始了。公元 304 年，司马颙
都督晋朝中外诸军事，一切军国要政，皆出其
手。

司马颙死了之后，彭城王司马植的儿子
司马融作为司马颙的嗣子到了河间，但被改
封成了“乐成”县王。然而“乐成”的辉煌已经
不再，虽然还是河间一区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南北朝的时候，“乐成”反复成为多个
政权的辖区。饱经战乱的“乐成”已经抵不住
破坏，也抵不住政治的风暴。公元 487 年，北
魏政权决定河间郡的治所迁离“乐成”，迁至
乐寿亭城，不久后，再次迁至赵都军城。“乐
成”至此堙废。

如今“乐成”遗址是省级文保单位，为农田所
覆盖，石黄高速也在遗址上穿过，而众多秦砖汉
瓦的碎砾还在记忆着两千年前的辉煌。

叁 兴废不由人

●先秦时期，“乐成”以九河之间中心城市的名义出现；
●河间郡治所迁移之前，“乐成”一直是河间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