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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北的历史文化光辉灿烂、绚丽多彩。
历史文化遗产门类齐全、遍及域内东西南北，从旧石器时代开始没有时代缺环。
了解河北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状况、概览代表性的不可移动与可移动文物，弄明白它们的基本脉络，
以便加深对这片土地的认识、加深固有的情感，是广大文物爱好者、青年朋友的一种愿望。
在从事文物工作的十几年、在与各界朋友频繁交往的过程中，我萌生了写一本河北历史地理通俗读物
的念头，几经酝酿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个任务。
选取商至两汉河北域内方国、王国、诸侯国比较集中的历史阶段，按照“问史”、“访城”、“走河
”三个板块展开，表述语言力求活泼，再加进一些场景照片，将她呈现在青年朋友和文物爱好者面前
。
问史篇，从相关史料记载中概览河北文化史，概览冀域古国的生成、变迁过程；访城篇，访问古都、
古城，了解部分古国的烽火岁月、探寻相关历史人物；走河篇，与读者一起走近河北的几条主要河流
，体察两岸的古国风情、文化遗产风采。
愿她能让你对河北历史文化增添几分兴趣，为你阅读河北史书提供些许线索。
“冀”字，望文生义，是处于中国北方、田园广阔、民族共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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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立柱，1947年生，中学毕业于河北南宫中学。
通过夜大、函大、研究班完成大学本科学历。
1974年起，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1983年起，到河北省文化厅工作；1993年春，开始与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结缘，先后任河北省博物馆馆长、河北省文物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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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文帝和汉景帝时，安民治国广听贤臣建议，造就了“文景之治”。
贾谊上书《治安策》，文帝即采纳其提出的办法，分齐为六，分淮南为三，使实力雄厚的诸侯王实力
大减。
晁错屡提削藩之策，依诸侯王违法犯罪轻重削减领地划归中央，景帝予以同意并实行。
削楚王刘戊一郡、削胶西王六县、削常山王一郡。
当以“诈称病不朝”等罪，削地久有反心的吴王刘濞时，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
七个诸侯王联合挑战汉王朝权威。
景帝终于看清同姓王未必能屏卫刘氏王朝，放手任诸侯王自由发展是十分危险的。
平定“七国之乱”后，便乘机剥夺了诸侯王国的行政权，让封国只做食邑地不再治民，不许造兵器、
管军队，不准颁布政令。
纵然是看到分封危害，文帝与景帝时还是分封了为数不少的诸侯和列侯。
《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对景帝13皇子分封诸侯情况作了详细介绍。
汉武帝雄才大略，接受董仲舒“强干弱枝”、“一统天下”的理论，进一步对余下的诸侯采取“削”
、“夺”政策。
他赞赏主父偃提出的“推恩策”，颁布“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把属国土地的一部分给子弟，并为列
侯，但必须上呈朝廷批准，由皇帝来确定侯国名号。
以这样的“推恩”方式，和平的、心甘情愿的实现着削国目的。
据记载，汉武帝一天最多时下诏封32个诸侯子弟，先后封了178个。
武帝不准列侯参与政治活动，还寻找种种借口剥夺诸侯爵位，改立郡县。
诸侯王直属领地一步步变小，而汉王朝直属土地逐步扩大。
“推恩令”比强力削夺、主父偃比晁错，似乎要高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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