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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龙 秦冰荣

（一）

山西省图书馆里的《山西通志》记载
“绥化郡在解梁城，今永济古城”；另有一
本《括地志》写道：“故智城在蒲州虞乡县
西北四十里。”笔者感到惊异，故城能够
在国家级别的通志上显示，证明它在中
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小，于是心中
涌起探寻故城未知密码的向往。

前不久，约上同伴，我们一起走进了
位于永济市东北方向18千米的开张镇古
城村，满眼的青砖碧瓦，农舍鳞次栉比，
巷道清洁整齐。在村外东、北两面供游人
参观的古城墙遗址考古发掘现场，那剖
开的城墙截面上，春秋时期的夯土层层
叠压，仿佛是一页页史书，记录着时代的
兴衰，诉说着故城的人杰地灵。

抬眼望去，村子南边的伍姓湖和远
处的中条山，如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远
山近水，浓淡相宜，令人沉醉。脚下一条
公路自西向东从村中穿过，把村子分为
南北两半。这个看似平常的小村庄，却沉
淀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公元前 460 年就
形成了一个城邑，扼守着自河东向河西
的门户，曾是晋国正卿智伯的封地解梁。

智伯（公元前 506 年~公元前 453
年），名瑶，又称智襄子，智勇双全，胸有
雄才大略。在晋文公实行变革，晋国形成
智、赵、魏、韩四卿的政局下，智伯主持国
政，全力维护晋国国君的权威，积极理顺
各方关系，促进了国家政局的稳定、农业
和工商业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增强，辅佐
晋文公获取春秋五霸之一的地位。智伯
在先祖建立的基业上，不断扩建城池、扩
充军队，使解梁城具备了政治、军事、经
济等多方面的价值。

（二）

通过走访，我们了解到许多解梁故
城的故事，其中最动人的是“金蛤蟆成精
拱土筑城”的传说，“日出土围城，彻夜听
蛙鸣。不知墙几尺，胜似百万兵”。

古时候夯土筑城，是一个浩大的工
程，极具复杂性和连续性。总体构想，包括
门在哪里、道在哪里、祭祀在哪里、茔地在
哪里，先夯高处还是先夯低处，以及墙土
的供给、运输和打磨等，都需要系统梳理；
点的施工与面的施工，如何指挥、如何协
调，也需要通盘考虑；劳力的征召、分配及
其在工地怎么吃饭、寝息，都不是简单的
问题。智伯重用贤臣名将和能工巧匠，依
据地理、气候等设计建筑，调动大量人力、
物力，使得夯土筑城的速度非常快。

城邑东西长 1500 米，南北宽 1400
米，分布面积210万平方米，夯土城墙高
13米至15米，城墙上宽4米至5米，墙基
厚15米至50米，城周长6.45千米，形成
了东、西、北三面曲线形夯土城墙，共三
门九口的形制，也就是四面共3个大门、9
个小门。当地传说，故城气势恢宏：“伍姓
湖边一雄关，城墙逶迤九里三。内有佳景
四大处，外用九门九道关。”

当我们鸟瞰这座智伯城遗址，会发
现它与《周礼·考工记》的都城规划理念
设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城遗址的一
切，都展示了智伯对周文明的继承。解梁
城不仅具有至高无上的王权象征意义，
也是智伯召集智氏血亲和众多高级幕僚
从事政务、举行宫廷礼仪之所在。

故城的村民祖辈相传，解梁城内街
道纵横，民户众多。带有行业姓的街巷名
称流传至今，如乔家巷、牛市巷、麻市巷、
染巷等。这些街巷名称，反映了当时解梁

已是相当繁荣的中等城市，同时，城市性
质也由军事重镇向商贸城转变，城市的
人口不断增长，市井、瓦肆日趋繁华。

智伯当年建造王宫与学宫时，就想
到应建立一条天下最宽阔的街市，一定
要超过魏国，要让天下商贾云集这里，充
分体现解梁对商人的看重。于是，天下的
富商大贾接踵而至，争相求购店面，倏忽
十几年，解梁与魏市形成了不同风格。魏
市风华奢靡，多以酒肆、珠宝、丝绸、剑器
等名品为重；而解梁集市则平朴实惠，主
要是粮市、鱼市、盐市、铁市还有骡马市。

南来北往、见多识广的商贾无不惊
异于解梁的鼎盛。明清时期流传着这样
一句话：“三大家，四小家，二十四家跋扈
家。”其中，陈姓、王姓、苗姓、杜姓，就隶
属二十四家，由此可见其在明清之前就
是名门望族，传承在300年以上，可以想
见当年故城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这
些车马来自北方各地，驮载着金钱，驮载
着骄傲，驮载着来自九州的风俗和方言，
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的经济命脉大通
道。解梁故城，就是这样一座用来仰望星
空的通衢之城。

（三）

我们特意在古城村的大街小巷间漫
步。乡村宁静幽雅，耳边除了村外溪水的
流淌声和小鸟的叽叽喳喳声外，柔和的
风从脸上滑过，那感觉实在太醉人。古城
墙外，成片的葡萄树、大棚冬枣茁壮成
长，已成为该村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目眺远方，我们仿佛看到了两千多
年前，解梁故城先民们在土地上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画面。他们彼此往来、繁荣
商贸，整个辖区出现了村落相望的景象，
至今故城四周还保留了智家堡、上村、东
下村、大屯村、疙瘩庙村等古村落。

我们走近地头，发现有条南北走向
的壕沟，绵延曲折。当地农人告诉我们，
这是智伯时期发明的排碱沟。那时的解
梁，曾被认为是“农业上郡”，但是伍姓湖
广阔的滩涂土地盐碱化严重，直接影响
了农作物生长。作为最高首脑的智伯对
农业发展极为重视，除了在政治上制定

土地政策奖励人们开垦荒地、扩大耕地
面积外，还发明了开沟引水，修建泄水沟
渠，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刮盐起碱之
法，从而达到改良盐碱地的目的。

这种方法一直为后世沿用，不仅提
高了农业效率，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古老的
排碱沟渠缓缓伸向远方，让人心存尊崇。
这个伟大的农业进步工程，凝聚着解梁
先民们的心血和智慧，见证了解梁故城
千年的农业文明。

解梁城垣已淤埋地下，只剩下一些
黄土夯筑的城墙。而我们的目光仿佛穿
透黄土，游走在历史深处，探寻故城未知
的一切。我们不禁思考，智伯在高筑城墙
的同时，何以能开疆拓土，帮助晋国取得
战争的坚实保障？那时候，物资匮乏，拥
有食盐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就为
战争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和物资保
证。后来，智伯带领解梁族民在伍姓湖滩
涂盐碱地刮硝熬制土盐，积累财富，为解
梁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据一位陈姓村民说，他们的祖辈多
有刮硝熬制土盐的技术和经商贸易的阅
历。20 世纪 70 年代，村大队专门组织副
业队生产土盐销往外地，这项收入成为
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

出村口，走上几步，眼前是一片盐碱
地，盐土堆遗址依稀可见，抓起一把脚下
的沙砾，也许还能舔得出盐碱味儿。想象
得出故城先辈们曾经的沧桑，饱受的苦
难，我们双眼泪水充溢，油然心生敬意。

（四）

我们站在城墙上遥望，远处的黄河
落日让人不由得想起王维的诗句“大漠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沉浸在雄浑酣畅
的山河禅境中，颇具禅机和禅意。而公元
前453年那个春天，晋阳城外那一场改变
中国历史进程的奇特战争，也在氤氲的
晚霞中逐渐展现在眼前……

势力最大的智伯联合韩、魏两家攻
打退守晋阳城的赵襄子。战争持续了两
年仍未分胜负，智伯想出一个计策：决堤
淹没晋阳城！智伯为自己思谋的计策兴

奋不已：“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国
也。”局势危在旦夕，赵襄子派出一个叫
张孟谈的人潜出城外，用唇亡齿寒的道
理，说服韩、魏两家暗中倒戈。结果，韩、
赵、魏这三家联手，把水倒灌入智伯军
营，大破智军，并擒杀智伯，还把智氏的
土地全部瓜分。

此种使用计谋之战，就像暗夜中一
道强烈的闪电。人们猛然醒悟，原来战争
空间如此广阔，战争的动态形式、兵家的
诡道本质被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从此，
智慧与计谋在战争中大放异彩，运筹帷
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战争长河的
奇观。晋阳之战成为春秋与战国的分水
岭，此战之后拥有强大势力的秦、魏、齐、
楚、赵、燕、韩等大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
口，相互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最终形
成了春秋战国的纷乱局面。

纵观春秋末期解梁所处的时代，是
一段多么精彩的历史。动荡的社会，激荡
出无穷的智慧之光，体现在治国理政与
为人处世等方面，这些故事和智慧对现
代社会仍有启示意义。

晋阳之战后，智氏一族泯灭，解梁城
邑也就此衰落，古城的繁华消失得无影
无踪，只剩下历经千年风霜而巍然屹立
的夯土遗址，而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
因和血脉。2019 年 10 月 7 日，解梁故城
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在古城村，我们惊喜地看到，这里没
有喧嚣、没有浮躁、没有拥挤，只有赏心悦
目的湖光山色、蛙鸣燕啼、和风细雨及蓝
天白云。该村村“两委”在挖掘解梁故城文
化独特内涵和经济价值的同时，积极探索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乡村”发
展路子。这里处处可见历史积淀和现代风
格相呼应、红色传承和青春活力相激发、
创新引领和追求卓越相促进、精致生活和
烟火味道相伴生的浓厚气息。

古城村的天地，用绿色编织着歌声；
古城村的解梁城墙，传递着一种古朴的
豪情，久远的故事在这里流传，崭新的传
奇在这里诞生。村民们用鲜花装扮家园，
缠绵的乡愁总是温暖着人心，屡屡炊烟
是那永远的思念……

古 韵 千 年 的 解 梁 故 城

▲永济解梁故城遗址（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