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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便于研究，我们这里所指称的燕赵区域总体包括现今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
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与燕山南北麓，不仅包括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而且也包括存在其间的古
中山国、代国和邢国等地。
燕赵区域内特定的地理和气候环境、连绵不断的战争、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导致了燕
赵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燕赵文化的主体是华北平原的汉族早地农耕文化，同时也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
冲突与融合的特征。
燕赵文化虽然与相邻的三晋、关中、中原、齐鲁各区域文化多有交叉和重叠，但它却更具北方文化的
典型特征。
就燕赵文化的气质特性而言，人们多认同它的慷慨悲歌和任气豪侠，这一特征虽非燕赵区域所独有，
但无疑它在该地表现得更为典型，它形成和成熟于战国时期，其后绵延两千余年，成为燕赵区域悠久
而稳定的文化传统。
就燕赵文化的构成和发展机理而言，有学者认为，兼收并蓄而自成一家乃其重要特征。
这既与燕赵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多元构成等因素息息相关，又与燕赵地区的先贤今哲洞烛社会发展
先机，并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魄，对各家各派思想成果择善而从、整合提炼关系至密。
这样的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和思考燕赵文化无疑颇多启示。
不过，在尚未对燕赵文化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之前，我们还不能对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妄加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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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都邯郸城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城市，也是公元前4至前3世纪中国最繁荣、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代表着
东方古典时代成熟的城市文化和鲜明独特的城市模式。
本书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资料，将邯郸城作为一个城市个案来探讨研究，集中探讨构成城市内涵
的各种元素，并尝试复原邯郸城聚落的结构和形成进程。
在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赵文化的形成历程和内涵本质。
邯郸城的发生、发展、繁荣与衰落之路，实质上也是赵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邯郸城承载了赵文化的核心内涵，邯郸城市模式可视为赵文化内涵的具体内容。
邯郸城不仅是赵文化正式形成的物质标志，同时更是赵文化内涵的主要物质构成内容。
    本书适应科研工作者、大中专院校的师生以及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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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邯郸城研究历程的回顾邯郸城作为战国时代赵国之都，是公元前4至前3世纪中国最繁荣重要的
城市之一，代表着东方古典时代成熟的城市文化和鲜明独特的城市模式，与大致同时代的西方名城罗
马、雅典等遥相呼应。
单从现代中国考古学意义上观察，赵邯郸故城遗址应是同时代古城址中保存最完整和最好的：王城（
宫城）差不多完全保存下来，城垣及城中的宫殿基址至今高高耸立，与北面不远处的现代邯郸城互相
映衬。
大北城虽基本己湮没于今邯郸城下，但于地下亦得到较好的埋藏。
所有这些均为全面研究邯郸故城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实证资料基础。
邯郸故城的考古研究，有助于探索东周城市建设模式、城市经济、城市社会生活、赵国文化等诸多方
面内容，更重要的是其成果将建立起东方古典时代都市的一种典型模式。
在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开始以前，邯郸故城的研究零碎而未成系统，并且主要依据文献考
证，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邯郸城的活动，开始于20世纪中叶，其标志就是1940年日本人对赵王城的勘察
发掘和1954年《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的出版。
此可视作赵邯郸故城研究的起步。
1979年，侯仁之在“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一文中，运用考古新发现的资料，第一
次对邯郸城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是综合研究邯郸城的开山之作。
1984年，赵邯郸城址考古的主持者孙德海、陈光唐，将1957年以来历次对赵邯郸城址的考古勘察与发
掘资料，在《考古学集刊》第四集刊布，即《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
此报告是继三十年前《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之后的重要考古成果，是研究邯郸城的主要
考古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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