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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长城堤的修筑壹

古长城堤的功用

秦统一六国以后，原来各国修建的长
城堤已经渐渐失去了军事防御功能。为了
统一治水，自然也要拆除或废弃原来各国
修建的一些堤坝，使水流畅通入海。当然
因为河流改道等自然原因，也有部分堤坝
被废弃。据记载，秦始皇曾派人拆除了原
来齐国的城郭，打通堤防，以使水流顺畅
入海。

献县东韦庄一带就流传着一个秦始
皇修筑长城堤的故事。传说，秦始皇为加
快修堤进度，昼夜不停催促民工加紧施
工。民工们天黑了要睡觉，肚子饿了要吃
饭，秦始皇本领再大也没法左右这一规
律。秦始皇的母亲见儿子为修堤一事着
急上火，突然心生一计。她拔下头上的金
簪扔向天空，钉住了太阳，不让太阳落
山。民工们连续工作，有的累死，有的饿
死。

这个故事当然属于传说，只是突显秦
始皇执政的残暴。但是，秦始皇重修长城堤
却是真的。《太平寰宇记》中说，“秦使蒙恬
所筑堤以防河水于河间”。蒙恬修筑的“河
间之北堤”就是马城岭。

献县小屯村附近的古长城堤上，曾
挖出过汉代墓葬，这证明早在汉代时这
一段河堤就已经被废弃。倘若河堤依然
在使用，当时的人断然不会在堤顶建坟
修墓。当然，古长城堤也并非突然之间就
被废弃，它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开
挖新河和河流自然改道，都导致长城堤
逐渐被废弃，最后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
中。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修筑堤坝。今
沧州一带地处齐、燕、赵三国交界之处。献县
一带虽地处齐、燕、赵三国交界处，但绝大多
数时间归属赵国。所以人们推测，献县境内
的古长城堤应为赵国所修。

历史上，齐燕赵三国争相在自己的管
辖区域内修建长城堤，除了修建堤坝防止

水患，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加强
军事防御。冷兵器时代，河流既是天然的
军事屏障，也是攻守双方争夺的焦点。各
国出于战争需要，必然要沿河修建军事防
御设施。

诸侯争战、各自为政的战国时期，诸侯
国修筑堤坝根本不会顾及上下游邻国，甚至

是有意利用堤坝阻止水向下流动。燕国处于
赵国北侧，燕国当初修长城堤的目的之一就
是“赵水不北”。所以说，当初齐燕赵三国争
相修筑长城堤，属于军事、防洪二者兼顾。其
实人们称之为“长城堤”，就已经证明了它的
主要功能。

秦始皇修堤

古 长 城 堤 西 起 深 州 市 ，经 饶 阳 、武
强、献县、河间至沧县。但是，各个地方对
古长城堤的称呼各不相同。盐山、孟村一
带称为“齐堤”，深州叫“紫金山”，河南濮
阳称“金堤”，文安、任丘一带则称为“千
里堤”。

献县境内的古长城堤又称“长虫堤”。据
民国《献县志》记载，献县境内的古长城堤经
县城南，循着黑龙港河北岸进入河间界，共
长40多公里，涉及沿线几十个村庄。

献县自古以来就处在“九河下梢”之
地，境内大小河流有 20多条，不难想见此地
历史上的洪灾很是惨烈。洪灾的猛烈，决定
了堤防的重要性，修堤阻水自然成了人们
避洪的最佳选择。其实，直到 1963年，古长
城堤一直是京津以南一条重要的防洪堤
坝。

上世纪八十年代，古长城堤在献县境内
还有非常明显的痕迹。据《献县地名资料汇
编》记载，当时的长城堤底部宽达 30余米，
最高处将近 7米。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冲刷之

后，古长城堤仍然有如此的规模，由此可以
想象最初的古长城堤是多么高大、雄伟、壮
观。近30年来，由于农田耕种、取土，雄伟的
古长城堤早已荡然无存。

古长城堤始建于何时，又是何人所修，
其说法不一。据北宋地理书籍《太平寰宇记》

记载，古长城堤是大禹治水时所筑。也有人
说是秦始皇所修，还有传说为北宋杨六郎抗
辽兵所修。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战乱频发，也纷纷
修建堤坝用于抵御外敌，防治水患。由此，古
长城堤也成为古人水利工程的一篇杰作。

揭开沧州段揭开沧州段““古长城堤古长城堤””的面纱的面纱
■张纪岩 曹书通

南皮县乌马营村的南边有一口古老的
砖井，村民们称之为“龙王井”。关于龙王井
的来历，当地流传着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
事。

时间回溯到三国时期，曹操挥师征战北
方，在南皮城与袁谭展开激战。曹操足智多
谋，以假粮台迷惑袁军，最终大败袁谭，尽显
一代枭雄的军事才能。

获胜后的曹操，心情极为愉悦，骑马出
发狩猎。途中，他兴致勃发，正要箭射大雁，
一只体型庞大的大雕突然闯入他的视线。曹
操见状，毫不犹豫发箭，利箭如流星般划破
长空，精准射中大雕。大雕发出凄厉的哀鸣，
从空中坠下。人们只听“呯”一声巨响，大雕
如同一大块石头坠落在地面上，砸出了一个
很深的大坑。

曹操的军兵将大雕从坑中抬走后，惊奇
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坑中汩汩涌出一股清
泉，泉水清澈透亮，源源不断地流淌着。不多
时，泉水便溢满深坑，形成一口天然水井。这

里的井水澄澈甘甜，且取之不竭，成为了附
近乡民赖以生存的水源，滋养着这一方百
姓。

不知过了多少年，为了取水之便，村民
们用砖石精心砌筑井壁，将井身修整完好。
可自那以后，井水便不再如往日那般甘甜。
每逢干旱之年，井水还时常干涸。

有一年，南皮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
旱。烈日炙烤着大地，庄稼枯萎，百姓们心急
如焚。那口承载希望的水井，也渐渐干涸见
底。在众人绝望之际，一位大肚子壮汉来到
此处。此人身形魁梧，气宇不凡，一条金色腰
带束于腰间，面容憨态可掬。他自称姓曹，是
曹操的后人。他表示自己拥有呼风唤雨的神
通，只要村民们管他一顿饱饭，他便愿意为
村中百姓祈雨，缓解旱情。

村民们听闻，赶忙凑来两斗白面，为大
肚壮汉擀了两大簸箩面条。饭后，大肚壮汉
慢悠悠地走到井边，仰面躺下，不慌不忙地
解下身上的腰带，用力抛向天空。

腰带好似被赋予生命，扶摇直上，渐渐
隐入厚厚的云层之中。紧接着，只听天空中

“轰隆”一声闷雷炸响，霎时，滂沱大雨倾泻
而下，人们激动地在雨中跪拜。

在白茫茫的雨帘中，有人看见大肚壮汉
抛出的腰带落下，化作一条腾飞的巨龙俯冲
而下。只见龙头探入井中，井水泛起波光。眨
眼间，巨龙一跃而起，腾云驾雾，消失在苍穹
之中，井水随之恢复了平静。

雨过天晴，阳光洒在大地上。村民们满
心欢喜地去寻找大肚壮汉，想要对他表示
感谢，却发现他早已不见了踪影。自那以
后，这口井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井水清冽
甘甜，且水位常年不降。为了纪念这个神奇
的事件，村民们便将这口井命名为“龙王
井”。

龙王井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与人们的
美好期望，关于它的古老传说，在南皮大
地上代代相传。据村民们介绍，几十年
前，全村人都在饮用这龙王井的水。后

来，随着压机子井、自来水的出现，这口
井逐渐被废弃。但从前村民们在龙王井
畔汲水的热闹场景已成为人们心中难以
忘怀的乡愁记忆。

历史上，“古长城堤”涉及今天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中的几十个县。该堤高大如城墙，

是古人为军事防御、防治水患所修建，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沧州域内的献县、南

皮、盐山等县都曾存在过古长城堤的踪迹，献县境内的古长城堤全长40多公里，历史上

起着重要的防汛作用。

南皮“龙王井”的传说
■徐铁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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