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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西运城·读华夏历史

河东探“宝” 

□张兴平

今年65岁的杨建民，从永济市原
永济纺织厂退休后，热衷于收集红色
文物。最近，笔者在他家里，看到了一
张74年前的《永济报》，上面刊登的一
条消息令人瞩目，题目为《贺司令来到
我们县》。原文如下：

“本报讯 9月3日，西北军区司令
贺龙，由西安赴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途经我县时，与县委书
记任明道、县长贺奉先、公安局长周靖
夷等座谈。座谈中，贺龙讲了当时的形
势和任务，说：‘全国正处于解放战争胜
利的前夕，国民党残余逃往台湾，整个
华北地区完全解放，全国基本解放，革
命取得绝对胜利。但有些土匪还盘踞西
南，现在新解放区的任务，一是剿匪，二
是减租减息，三是建立民主政权。’同时
讲到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有意
见要摆到桌面上，党的历史上有不团结
的教训，并询问了永虞县班子的团结状
况。当了解到永虞县土改即将结束，但
在土改中曾走了一段弯路，伤害了中农
利益时，贺龙说：‘中央有指示，退土地，
退东西，东西吃了要退钱，县政府的同
志下去向群众做检讨，团结中农是大
事，伤害中农，革命就要失败，列宁讲过
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责任。这个问题，要
认真落实，土地该退的退，东西吃了要
退钱，对中农和富农分别对待。这样，地
主富农就孤立了，土地改革就好搞了。’

与县委领导座谈后，贺司令向任书
记说，‘我在西安和延安看过你们的报
纸，咱们到报馆去看看。’来到报馆，周
果夫汇报工作，贺司令看了编报室和油
印室，给大家说：‘可别小看报纸，报纸
虽小作用不小。前几年你们血战永济保
卫西北，还捉了日本龟田竹山，报纸发
行西安和延安，震动很大，延安开会时，
大家几次说到这些。’周果夫汇报从三
七年至今报馆二次被日寇烧毁、三次搬
家、三人牺牲的血泪史后，贺司令心情
沉重写下了‘黄河东岸红色报，张张都
是血写成。继续吹响革命号，再为人民
立功劳’的训导。离开报馆时，贺司令反
复叮咛，不管困难多大，也要把报馆办
下去，为建设新中国立功劳。”

该消息来源于《永济报》第九号，出
版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玖
月贰拾伍日，由位于原永济县蒲州城东
关的永济报馆编，原文大小为八开版，
全部竖排繁体字，用土宣纸油印。当天
的报纸只刊发了此一条消息。

据相关资料得知，此消息是发生在
永虞县（1947年4月原永济县和虞乡县
合并为永虞县）的事情。1949年9月，时
任西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同志，从陕西
省西安市到北平市（今北京市）参加全
国政协会议，从潼关东渡黄河，3日下午
5时许，路过永虞县时大雨滂沱，无法行
进，在永虞县住宿一晚。当晚，他与永虞
县负责人任明道、贺奉先及县公安局长
周靖夷等同志座谈两个小时，强调了当
时的形势和任务，次日到《永济报》参观
题词后离开永虞县，继续驱车北上。

由于年代久远，报纸陈旧发黄，一
些字迹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但其中反
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全国人民浴血奋战、前仆后继、
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
地革命史，折射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和锐意进取、
踔厉奋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有着深
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建都由来

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越在不经意
间，越能体现出来。

驱车前来，顺着大路到一条三岔路
口，便是导航显示的目的地。

跟随平陆县文旅局文物保护科科
长马博文的脚步，便看到刻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石碑静静地伫
立在路边，仿佛在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去探索。

如果不仔细看，只觉得路边是一堆
土丘，上面郁郁葱葱长满了草木。走近
后，才依稀感觉这是残留的古城墙，虽
剩残垣断壁，但在草木下可窥零星夯土
层，正向人们诉说着一段虢国的往事。

对虢国的印象，大部分人似乎是从
三十六计的“假道伐虢”与成语“唇亡齿
寒”中，才得知一二，但知之不详。其
实，真实的虢国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也曾叱咤风云，下阳城遗址便是见证
者。

下阳城遗址在平陆县西 15 公里的
老城附近，位于金鸡堡西，太阳渡村南。

下阳城筑于西周初期，属虢之重
邑。《左传》载，“晋侯假道以灭虢，灭下
阳即此。”

“当时虢国横跨黄河两岸，都城在
上阳，今河南三门峡李家窑一带；下阳
城是虢国在黄河以北的战略要地。”马
博文说，作为虢国重要的城邑，下阳城
和上阳城是维系国运的重要支柱，下阳
城是军事要塞，上阳城是都城。

周武王灭商后，将宗室子弟与功臣
按等级分封。他将其父周文王的两弟
弟分封到黄河边，建立了虢国。这里群
岭雄出，下临黄河，北倚中条，地势险
要，可说是周王室的西部屏障。

虢国依靠地利和兵力屡立大功，周
王对其大封特封，把周边土地也都封给
了虢国，于是，虢国向东迁移。

“这也侧面证实了，先有上阳城，后
有下阳城。而且当年上阳城和下阳城
虽被黄河分割，但估计不像现在这样，
可能还是有着陆地相连的。”马博文说。

这里疆土广大，物产丰富，虢国经
过历代发展，可说是现今晋、陕、豫一带
实力雄厚的诸侯强国，对周王朝的发
展、兴亡起着巨大作用。

位置独特

据清乾隆版《平陆县志》载：“金鸡
堡当即下阳城也，延袤七里，城内西北
隅积石为丘，俗称十二连城。”

下阳城遗址，俗称“金鸡堡”。
太阳渡村的金鸡堡，记者之前去

过，那里有一座文化故事厚重的关帝思
乡庙。迎着劲风，站在堡上俯瞰，雄浑
浩荡的黄河、横跨黄河的大桥和对岸林
立的高楼，都让人心生感慨。任历史变
迁，守望着黄河的这块土地，依旧辉煌
繁华。

马博文介绍，西周的时候，虢国东
迁，国君见此处雄山大河，河水绕山成
阴阳相抱的八卦之势，觉得是一块风水
宝地，便在此建起了下阳城。后来，此
处越来越繁华，他便把自己的兄弟也招
过来建都，称为十二连城。

被称为十二连城，也正说明了这里
地势优越，所以才能建成一系列防御城
堡。

据说，遗址内的墓地发现了大量的
随葬玉器和车马殉葬遗迹。这足以证
实虢国在周朝有着显赫的地位，尤其是
其军事实力非常强劲。

公元前 658 年、655 年，晋两次“假
道于虞以伐虢”的故事，众多周知。

西周灭亡，进入东周，晋国、虢国因
政治立场不同，成为死敌。下阳城的地
理位置极其重要。晋国假虞灭虢，就是
先攻克的此城。三年后，晋国想再次借

道虞国伐虢国。虞国大夫看出其中端
倪，便谏言国君，讲了“唇亡齿寒”的道
理。然而，虞公贪图财宝，竟许诺晋国
假道伐虢。第二次借道，晋从下阳城渡
河，灭了虢都上阳城，然后回师途中又
灭了虞国。

“唇亡齿寒”的千年遗训即出于
此。虞国灭亡的教训，虽然距今 2500
多年，仍令人深思。

文化价值

沿着小道一路而上，可见两边多段
残存墙垣。

下阳城遗址面积大，南北长约 3.5
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城内残存墙垣
数段，其中最长一段约200米，城墙厚3
米~5 米，高 4 米~6 米。至今，古城墙的
夯土遗迹仍历历在目，清晰可辨。

“夯层一般厚5厘米~8厘米，有的地
方厚约15厘米，而且时间越早可见层越
厚。其城墙之宽，有好几种功能，上面
可以驻兵走人，侧面可以推车而上，运
输兵器等。”马博文说，“城墙附近曾有
陶片及春秋铜器出土，城里有门里古墓
群，比都城时间稍晚一些。”

下阳城遗址发现于 20 世纪 50 年
代，1982 年进行全面调查。当时，城内
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出土了铜编
钟、鼎、簋、豆、壶、车马器及玉器等。

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对研究两周
时期城址的建造、形制，贵族的埋葬习
俗、墓葬规制及虢国历史等提供了珍贵
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这层层夯土筑起的城墙，见证
了古虢国昔日的强盛，也为后人昭示着

“唇亡齿寒”的道理。

平陆下阳城遗址：解密古虢国历史

平陆，古虞国所在，因在大河（黄河）之
阳，两汉时为大阳县，亦称太阳县；北周因其
在黄河以北而名河北县。唐天宝元年始名
平陆，沿用至今。

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散落着众多人文
遗迹，“假虞灭虢”“唇亡齿寒”的历史典故便
出于此。这一期，走进下阳城遗址，解密那
段古老而神奇的往事与传说。

□记者 薛丽娟 文图

74年前的《永济报》
记录贺龙在永济

▲夯土层

▲古城墙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