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骅马连庄：因一匹马而得名
■张宝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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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人物 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

在献县建立夏国在献县建立夏国
■吕永森

地名里的沧州

金城宫遗址是献县域内曾经存在过的
一个短暂政权的国都，它的出现也使献县这
个小小的县城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焦点。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继位，
改乐城（献县曾名长乐）为乐寿。然而就是
这个小小的乐寿，却让隋唐这两大帝国如
鲠在喉。原因就是当时乐寿存在着一个赫
赫有名的政权——大夏。而大夏政权的建
立者就是隋唐之际的风云人物——窦建

德。
窦建德是隋末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

他本是清河郡漳南县（今山东武城县）的一
介平民，出生于北周建德元年（公元 572
年）。兴许，这就是他取名建德的缘由。

窦建德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史
书中将他列为农民起义领袖，说他是“以耕
氓崛兴”。窦建德自幼胆力过人，崇尚侠气、
重视信用。他在家务农时，有同乡因家境贫

寒而无力安葬去世父母。窦建德听到后主
动送去办理丧事所需要的财物，深受乡亲
们的称赞。

隋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隋炀帝杨
广征高句丽时，窦建德因性情勇敢成为军
中的二百人长。隋朝这个盛极一时的帝国，
在杨广即位后迅速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当
时，有勇有谋的窦建德已经意识到，隋炀帝
暴政的统治将不会长久。

马连庄位于黄骅市常郭镇西南部，现在
分东西两个村。据说，以前这里的人们住得
特别分散，共有12个居住点。后来，人们觉得
这样不利于互相来往，便聚合到了一起，称
为“十二连庄”。从“十二连庄”到马连庄，村
名的变迁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

明永乐年间，十二连庄的先辈们从山西
洪洞县迁移而来，有马、刘、韩三姓人家。刚
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人拉着犁种地。但荒
地太多了，于是几家就在在一起商量办法。

这时候，刘大叔就说：“依我看，咱们凑钱买
匹马吧，几家轮流着用。马力气大，也不娇
气。”

大家离开家乡时变卖了家产，再加上官
府给的安家费，手里都有点钱，所以同意了。
买来的马一身枣红色的棕毛，长长的脖子，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特别机敏。

刘大叔看到马就乐得合不拢嘴，每天给
它刷毛、饮水、添料，忙得不亦乐乎。话说到
了冬天，地里没活了，刘大叔更是一门心思

摆弄这匹马，把马给喂得膘肥体壮。这一天，
刘大叔心血来潮，决定带马到大集上去亮亮
相。于是，哥几个一早就把马鬃毛都编成小
辫，拴上红头绳，吃完早饭就牵着马去赶集
了。

一到牲口市，人们纷纷围拢上来，都称
赞这匹马漂亮。哪知几个小偷盯上了这匹
马。他们远远地尾随着哥几个到了村子，隐
藏起来，等晚上悄悄把马偷走了。

第二天，刘大叔发现马没有了，非常着

急。哥几个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个个都耷拉
着脑袋。晚上刘大叔说什么也睡不着觉，大
半夜，他突然听到外边好像有动静。他赶紧
穿上衣服，跑到院子里打开大门，一看竟然
是枣红马回来了。

一看到刘大叔，枣红马就叫了一声，接
着用头拱着他。刘大叔也抱着马头激动得哭
了。人们都觉得这马通人性，又依恋这个地
方和这些人，于是就给村子更名为马恋庄。
后来，慢慢地就叫成了马连庄。

献县县城西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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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有义窦建德

经过战争的大浪淘沙，到了 620年下
半年，当初起兵反隋的各路大军只剩下
窦建德、王世充、李渊三股势力。随即，三
支劲旅进入决战状态。公元 621 年，窦建
德与秦王李世民在虎牢关（今河南荥阳
市）大战，窦建德拼死抗击，终于不敌唐
军。慌乱中，窦建德受伤，仓皇逃进牛口
渚。唐军紧追不舍，一代夏王就这样被人

擒获。同年，窦建德在长安被杀，享年 49
岁。建国短短几年的大夏政权也随之土
崩瓦解。

200多年以后，窦建德虽早已退出历
史舞台，但却被百姓牢记。唐文宗太和三
年（公元829年），时任魏州（今邯郸大名）
主办文书佐吏的殷侔路过当地的夏王庙，
目睹了百姓为夏王举办的盛大祭祀仪式。

殷侔有感于百姓对夏王的怀念，还写下了
名传千古的《窦建德碑》，歌颂了窦建德的
功绩，只是那夏王庙早已不知毁于何年。

窦建德留在沧州大地上的金城宫，在
唐代就遭到毁弃，化为瓦砾，深深积压在
地层之中。如今，透过这片热土，我们依然
可以回观 1400多年前窦建德可歌可泣的
悲壮故事。

举兵起义成领袖

隋朝末年，隋炀帝连年大兴土木，对外
不断用兵，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地荒
芜，民不聊生，各地人民纷纷举兵反抗，形
成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窦建德参军的那年秋天，河北、山东带
发生大面积水灾，百姓流离失所。窦建德有
个同乡叫孙安祖，他家中遭灾，妻子困馁而
死，县里还把他列入征兵名单。他向县令述
说自家的苦难，请求免征。县令不答应，还

叫人打了他一顿鞭子。孙安祖激愤之下，杀
死了县令，投奔了窦建德。

当时，窦建德很同情孙安祖，但是自己
还不想反叛朝廷，于是便给孙安祖指点了
一条出路，让他找些人去高鸡泊（故址在今
故城西部，如今踪迹全无）聚集。当年，那里
土地广袤，野草丛生，可以躲避追捕。窦建
德还私下召集了几百名流民和逃兵跟随孙
安祖。孙安祖进了高鸡泊，当了农民起义军

的首领。
因此，窦建德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

他不但志略过人、深得人心，而且有反叛的
倾向，成了隋政权重点打击的对象。于是，
隋地方官员很快派人抓捕了窦建德的家
人，窦建德有幸逃脱。当时的窦建德已别
无选择，于是在仓促之中举起了反隋的义
旗——一个民间底层的英雄终于走上了
历史的舞台。

在献县建立夏国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三万大
军前去围剿起义军，大败。这次胜利使窦建
德在河北站稳了脚跟，成为最重要的反隋
义军之一。

公元618年，隋炀帝被杀，庞大的隋帝
国彻底瓦解。随后，窦建德在河间、乐寿两
县的交界处设立祭坛举行典礼，自称长乐
王，以乐寿（今献县）为都城，取名叫金城
宫，年号就用这年的干支叫丁丑。他设置机

构、委任官吏，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的一天，窦建德

在金城宫与文武官员商议国事，忽然有五
只大鸟降落在乐寿城，几万只鸟雀跟着飞
来，整整在城内盘旋了一天才飞走。随后，
窦建德改年号为武凤，建夏国。从此，窦建
德的部队纵横于河北的广阔大地之上，连
续出兵攻克邢州、赵州、沧州。每当攻陷城
镇、打败对手，窦建德就将所得到的财物，

分发奖赏给各位将领，自己一样东西都不
要。

公元619年 8月，大夏移都洺州（今邯
郸永年）。窦建德在大夏国内安抚百姓、兴
修水利、发展生产，政绩卓有成效。《资治
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建德洺州劝课农
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在那个战乱年
代，大夏国竟然出现了一片和平安定的景
象。

兵败牛口渚

窦建德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