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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手
调查

本报首席调查记者 王金强

为何到德州旅游，言必称董子，可到河北也有董子园，
董仲舒到底是哪里人？陡然问起这些问题，着实难倒了山东
德州、河北景县等尊崇董仲舒的人。

近日，鲁冀两地的董子文化研究专家坐在一起，抛却地
域偏见，提出“重文化轻故里”共同深入研究董子文化的建
议，获得两地学者的一致认同。

2000多年前，董仲舒“下帷读
书，三年不窥园”，后以“天人三策”
应策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主张，从此由读书地走向权
力中心长安。

那么，董仲舒故里在哪里？读
书台又在何处？于是，围绕着董子
故里的争论开始出现。

尤其是到了2005年，央视热播
剧《汉武大帝》的传播，董仲舒逐渐
让更多人所熟悉，其故里之争开始
升级。

关于“董子故里”的争论，缘于
董仲舒的故乡在景县、枣强两县的
交界地带一说，普遍的说法认为，

董仲舒是现今景县大董故庄村人；
然而，董仲舒的石像(河北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则坐落在与董故庄村
相邻的枣强县旧县村。

在河北两地还陷入董子故里
之争时，2006年，德州董子文化研究
会会长刘金忠等学者提议复建董子
读书台。2007年1月14日，在德州市第
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上，关于复建
德州“董子读书台”的议案，作为该
次会议的第一号议案获得通过。

2007年9月，以展示人文德州为
主题的董子读书台公园，在德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动工兴建，2008年落成。

而在此之前，刘金忠等人还专

门去过河北枣强县，在枣强火车站
外不远处还找到过一座董仲舒塑
像，回来后聘请了著名雕刻家、中
央美术学院教授钱绍武为德州董
子雕刻塑像。

董子园风景区内河湖相连，花
木扶疏，读书台气势恢宏；董仲舒
塑像巍然屹立，凝气传神。瞬间吸
引了河北故城、景县、衡水等地众
多关注董子文化的人士前来观看。

刚开始，河北方面也有异议，怎
么德州能大张旗鼓地建董子读书台
呢？但只是在停留在口头争议上，并
未像之前轰动全国的“李白故里之
争”那样“针尖对麦芒”般激烈。

刘金忠坦言，德州虽然复建德
州董子读书台，却从未宣称董仲舒
就是德州人，而复建董子读书台，
也是有历史依据的。

据德州董仲舒研究专家、德州
学院历史社会学教授梁国楹称，在
汉代，德州属于广川。董仲舒在广
川一带读书、教书、育人13年可考，
但在德州待过多长时间不可考，有
的说13年，有的说3年。

不过，董子读书台建在德州是
铁的事实，因为有碑为证。据现有史
料看，董子读书台至少在隋朝就已

经建成，明清时期几次进行复建。
从明朝的《嘉靖志》到民国年

间的《德县志》，德州出版的十几种
地方志中，均把董仲舒放在“乡贤”
的第一位。乾隆皇帝也曾多次在德
州留下关于董仲舒的诗句。

德州市明清历史研究专家张
明福说，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漕
运繁忙，南来北往的文人学士路经
德州时都会上岸登临“董子读书
台”游览观赏，并留下了许多咏颂
先贤的诗句。

中国·广川董子文化研究会副

理事董书尧在多次参观德州董子
读书台之后，表示争论董子故里没
有任何意义。

董书尧说，稍微研究点历史的
人都知道，历史上的德州，属于齐
文化与赵文化交汇融合之地，地理
区划也多次变化，董仲舒赴离齐地
较近的德州读书学习，是符合当时
历史背景的。

10月初，德州第二届董子文化
研究会召开，来自河北衡水、景县、
故城及德州的董子文化研究专家纷
纷表示，董子故里之争没有必要。

对于董子故里，董书尧认为，
历史上的广川如今依然存在，就在
景县广川镇，而且董仲舒生于广
川，是可考的。

而德州人对于汉代大儒的尊
崇，以及对董子读书台等历史文化
遗迹的保护，值得尊敬。对于德州
复建董子读书台，河北的董子文化
研究人士绝大部分都是认可的。

在10月初的董子文化研究会
上，德州学院副院长季桂起认为，
汉代广川县的行政中心是在今德

城区范围，德城区也有董子读书台
的遗址可考，董仲舒可能出生在今
天的河北境内，但是青年时就到了
今德城区范围内读书、教书、育人。

这就像现代社会的人们，问及
老家是哪，可能会说到县这一级，
不会说到村镇。其实，所有用现在
的眼光去看过去的事情的观点都
是不对的，在董仲舒生活的时代，
冀东南鲁西北本来就是一个行政
区划，现代人没必要非要分出来董
仲舒到底是山东人还是河北人。反

倒是，两地共同深入研究董子文化
才是新的方向。

对这种态度与观点，河北省董
仲舒研究会的专家和学者都持欢
迎和支持态度。他们纷纷表示，董
仲舒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人品
上，都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德州《董子文化》期刊编审李
建广认为，就董子文化在德州的课
题就有不少，比如董仲舒那个年代
德州的齐文化状态、与其同朝为官
的东方朔之间有哪些交集等等。

在德州董子文化研究
会秘书长马然松的记忆里，
鲁冀董子文化研究人士，已
经不是第一次聚在一起共
同探讨董子文化研究了。

这些年，两地关于董
子文化的研究联谊走得很
近，这也是文化自觉自省
的一种表现，“重文化轻故
里”将是今后两地研究董
子文化的主流方向。

来自景县的董书尧
说，董子故里之争之所以存
在，也有开发旅游资源的因
素在里面。就像孔子的儒家
文化，全球全国都在研究，
但旅游资源的争夺不可能
全国都去抢，而只有曲阜在
游客心中印象最深。

据他介绍，2009年，河

北景县总投资10亿元、规
划占地面积21 . 5万平方米
的中国(广川)董子园，包
括董子宗祠、董子书院、董
子旧宅、董子典故园、董子
研究会馆、董氏宗亲会馆、
碑林和人工湖等。

而在德州，董子读书
台、董子文化街已经成为游
客必去之地，新的董子祠、
董子书院也正在规划之中。

对于两地同建董子为
主题的旅游景点，刘金忠
认为，或许重复建设的地
方不可避免，但在这一过
程中，无论河北人还是山
东人，都会更多地关注文
化遗迹的保护，以及传统
文化的传承，从这个角度
看，或许是好事。

面对董子文化，我们
研究了什么？又践行了什
么？德州学院文学院副教
授杨华有她独到的理解。

席地而坐，行汉礼按
汉朝读书习俗朗诵，10月12
日，杨华主持下的董子书院
在寒雨中开课，还得到了汉
学拥护者的支持。

开课现场，先后吸引
了德州本地、北京和天津
的游客前来参观。

杨华觉得，有董子读
书台、董子像，只是对历史
文化遗迹的复建。而董仲
舒在德州读书，三年不窥

园，体现出的是治学读书
的专注精神，更值得现代
人学习与传承。

如果有读书台，没有
人读书，那复建董子读书
台，恐怕只是旅游价值和
纪念意义。杨华计划，每周
日，董子书院都将开公益
课，每位热爱阅读的市民
和游客，都可以现场体验。

对此，刘金忠持肯定
态度，他的观点是，董子文
化是德文化的核心之一，
董子读书台凝聚和寄托了
德州人的人文情怀，读书
活动多多益善。

故里之争存在但不激烈

争或不争其实是种煎熬

共同深入研究是新方向

董子读书台真读书

文化自觉下的旅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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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德州董子园景区内的董子像和董子读书台。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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