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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沁阳历为河内郡、怀州、怀孟路、怀庆府、河内县治所，又有鄂、邗、郗、野王、卫等五大侯国城址
，系明代卫、郑二王的藩地。
现今沁阳为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理部授牌的“千年古县”。
本书以沁阳所具有的历史战略地位、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线索，用“以史说物，以物论史”的
方式，讲述了沁阳厚重的历史文化，并对沁阳被列入国保和省保的各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
、科学和艺术价值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融资料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

本书适合历史、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城乡建设规划等专业领域的工作者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
师生以及文化媒体工作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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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宏礼：(鸿礼、宏里)，河南省孟州人，副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员、河南省博物馆学
会会员、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河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会理事。
长期从事文物调查研究、保护管理和博物馆工作，发表论文多篇，书稿有《流散文物概论》，《太平
军怀庆围攻战》，出版《王铎书法碑帖选(延香馆帖注之一)》、《文化旅游名城沁阳》、《朱载堉的
传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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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赵以大将廉颇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
秦派白起、王龄向长平发动进攻，双方相持不分胜负。
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白起攻取韩之野王，秦昭王亲至野王，以范雎代魏冉为相，制定出“
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的战略，“秦派间谍送赵权臣黄金千斤，对赵王说，秦最怕赵奢的儿子赵括做
将军，廉颇容易对付，而且快要叛秦了”。
对赵实行反间计，此计被廉颇识破，颇虽带病直谏，赵王仍一意孤行，使赵以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取
代了智勇双全的廉颇。
与此同时，秦驱野王民，迁西方罪人至野王。
征野王十五岁以上男丁入伍，增加兵员，补充军实，扩大军需。
秦听说赵用赵括为将，秘密使白起为上将军。
赵括出兵袭秦军，秦军诈退走，赵括乘胜进军，直到秦壁下。
秦据壁坚拒，吸引赵兵在壁下，白起自野王发兵，明走太行道，暗发丹谷兵，诱赵兵深入，出其不意
将赵军分割围歼，一举夺取了长平之战的全面胜利。
野王成了秦军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策源地。
秦赵之战已近战国末期，由于各国为了能在竞争中生存发展，都搞变法革新，给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
个相对良好的条件。
当时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表请修枋口（五龙口），疏浚古沇水改为秦渠，使野王之田列入其中。
以铁耒、耜、铫、钟、鎒、铚等为农耕工具，以黍、稷为主要作物，一亩地（相当于今亩的三分之一
面积）中熟达4.5石（一石相当于今斗二斗）。
同时，犬、马、棗、栗成为主要特产。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在古南阳地除温（今温县西）、轵（今济源轵城）工商
业比较发达，邓师珲（今孟州东南）为韩国制造强弓劲孥，锋剑利戟和方肩、方足、方跨的流通布币
。
野王又成为古南阳经济、交通中心和战国末期的战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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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沁阳(套装上下册)》寻找覃怀文明的足迹，这里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分支，这里是神农祭天之所
，这里承载了覃怀古地的历史积淀，这里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捏出文明汁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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