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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读城 

“十八营”相传为
宋、明时期古战场

行程是从辛店镇开始的，我
们驱车一路向西，首先发现的是

“东肖营”的村碑。村碑是黑色
的，看样子立得时间并不长。沿
着村庄的小路一路向北，接着看
到了刘家营、盛家营等村庄的村
碑。相比起来这里的村碑却是破
旧不堪、磨损严重，有些村碑后
面的文字也已经看不清楚，只能
模糊看见“位于乡驻地第三堡村
东南多少公里”，“以农为主”等
字迹，村碑大部分都是1990年立
的，几乎每个村碑的背后都有着
相同的一句话“相传这一带曾为
兵营，故村名后均带一‘营’字”，
说明了“一溜十八营”的历史。

带我们来这里的辛店镇宣
传干事郭本涛告诉记者，为什么
这里叫做“一溜十八营”呢？就是
因为相传当时宋朝、明朝的战争
时在此屯兵布阵，安寨扎营，整
个营区从西南向东北呈弧状，起
止长达30华里。从宋至明清间，
按村姓加“营”字，在十八营遗址
上相继立起了十八个村庄。依次
为：西赵营、西肖营、盛家营、刘
家营、钟家营、东肖营、佟家营、
前王营、后王营、东王营、东赵
营、马家营、小胡营、大胡营、陈
家辛营、刘家辛营、西李家辛营、
东李家辛营。如今，陈家辛营、刘
家辛营、西李家辛营、东李家辛
营已合并一个行政村，统称辛
营。大胡营分为胡营前村、胡营
后村，东赵营和马家营亦合并为
赵马营行政村。即原有的十八营
如今已变为十四营地名，被标志
在地图册上。据统计，营区的人
口达万人多，占辛店镇总人口的
近四分之一。

我们沿路进到里面，看到的
仅是其中几个村庄，十八营也已
变为十四营，但大家还是习惯性
地称呼此地为“一溜十八营”。途
径几个村庄后，我们最后来到的
是西赵营村，记者绕村子一圈也
没有发现该村子的村碑。村民赵
忠仁告诉记者，由于村子整体向
南搬迁过一次，村碑还立在原来
村子的旧址上，一直也没有迁过
来，而今也许被风沙覆盖住了，
也许已经找不到了。

说起这个村子与其他营村
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传说，虽然
都是当年驻扎的营地遗址，但根
据记载，其他的村庄都是明朝宣
德、嘉靖年间的战事，只有西赵
营村的记载是属于宋朝时期的。
相传这里曾是当年杨家将安营
扎寨的古战场。北宋时期，工部
尚书牛保奉诏在今惠民城址修
筑棣州城，并于城南40华里距徒
骇河北不远处，屯兵驻军布设十
八个营盘，背水一战抗御金兵来
犯之敌。

现在的西赵营村一切井然
有序，庄稼丰收，绿树成荫，村民
相处和睦。很难想象这里之前曾
是黄沙一片、庄稼收成少的荒凉
景象。村民赵宗银告诉记者，原
来这里的庄稼地是黑土地，但由
于缺少植被的原因，这里经常过
来一阵风沙，吹得人眼睛都睁不

开，“差不多是50年代左右吧，那
个时候地里种着麦子，基本上是
麦子长到哪，黄土就覆盖到哪，
毫不夸张地说，到最后就只能看
见麦穗，麦穗下面就是黄土，看
不到杆儿，收成能好吗？”后来，
村里改建、搬迁，又建设了几个
林场种植白蜡、杨树等一些花卉
后，情况才得到了改善。现在村
子里主要以种植小麦、西瓜、洋
葱等作物为主，收成都不错。

西赵营村古石桥
唯一的历史遗迹

西赵营村的另一个特别之
处在于这里还有一座石桥，相传
是宋朝杨家将驻兵时建设的，这
也是“一溜十八营”中唯一一个
能找到的历史遗迹。历经千年风
吹雨打，石桥的石头依然坚固如
初。虽然当年的桥现在由于村庄
划定庄稼面积而被拆成了三座，
分别建在村庄的西边，村里主干
道的南、北两头的沟渠之上，方

便村民使用，桥上也没有任何文
字记载，原来桥上的棋盘也已被
黄土覆盖的一点儿也看不出痕
迹，但站在桥上，还是能感觉到
当年战场上的场景，战士们的英
勇、马蹄的印记，这些都见证着
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每一个历史
片段，多少年也磨灭不了。

这座古石桥虽然一直存在，
但由于村庄搬迁、时间等原因，
村里很多人都没见过，直到1997
年才被发现、挖掘出来。“我从小
就知道有这个桥的存在，但只是
听说，一直也没有见过。”村民赵
忠歧今年60多岁，说起这座桥的
历史，他闭上眼睛沉思了很久，
缓缓开口：“村里其他的人跟我
一样，只听说没见过，只有当时
村里年长的一位老人知道它的
大体位置，一直也没有挖出来
过。50年代的时候根据记忆去挖
过一次，但没有找到，之后沉静
了很长时间，直到 1 9 9 7年的时
候，还是按照那位老人的记忆，
我们从村子外面找人用工具来
探测，终于在村里的西边发现了
这座桥。”老人回忆说，虽然找到
了那座桥，但由于建造的石头非
常坚固，工具也很难全部挖出
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还下着
雨，工人们挖了一天，从白天挖
到晚上，直到后来都看不见了，
才没有继续挖下去，其实现在地
下肯定还有，但是太深太坚固
了，也就没有挖出来。”

赵忠歧说，当时发现的石桥
有三个平行的桥洞，桥的石面上
海镌刻着一象棋盘，根据建筑风
格像是北宋年间的，估计是当年
打仗时留下的痕迹。“当年的石
头真的很坚固，比现在任何一座
桥的石头都要坚固上十倍。挖出
来的石头最大的有2—3米长，差
不多要2000多斤重，现在已经把

挖出来的石头建成了三座桥，桥
面上的棋盘也找不到了。”

逐渐被世人淡忘
面临“空名”境地

虽然以西赵营村为典型的
一溜十八营历史悠久，文化意义
深长，作为标准地名已存在近千
年，具有永恒的使用价值。作为
民间地名知识，它反映了该地理
区域当时的社会状况，再一次印
证了棣州、武定府在当时的重要
地理价值和文化价值。但作为一
民间知识，不管是村名的来历还
是相传的安寨扎营故事，现在知
道的村民越来越少了，如今已难
以搜寻到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一
溜十八营面临着“空名”的境地。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叫西
赵营村，只知道附近的村庄里名
字都带着‘营’字，也没有人告诉
我为什么。”村里一位8岁的小女
孩告诉记者。当记者提及当年的
战地传说时，小女孩更是一脸茫
然，连连表示不知道。

“别说她了，我们村里年纪
最大的老人也不知道这段历史
了。”赵宗银告诉记者，村民们只
是知道村名的来历，有些村碑上
没有记载的也不知道。“像我的
话就知道这里是当年的战争要
地，屯兵打仗时在此布阵扎营，
但具体是哪场战争，可就真不知
道了。”赵宗银说，村里年纪最大
的老人今年91岁，他顶多记得如
何发现石桥的，关于战争、传说
也是一无所知。

根据村民们的介绍，随着时
间的流逝，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将
会越来越少，现在就已经几乎找
不到知情的人，除了西赵营村的
那座古石桥之外，很难再搜寻到
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实，作为

这里的村民，我们也很想知道这
个村子的历史，想知道这里究竟
发生过什么事情，不想让它沉埋
于地下。如果能有人能帮忙整理
记录下来，那就再好不过了。我
们肯定会告诉下一代、一代又一
代把这段历史传下去。”

为保护好宋代这一古战场
遗址，辛店镇在2009年将其申报
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专人
进行搜集整理出有历史文化价
值的民间知识，进行分类，归档，
实行静态保护。还将争取上级部
门的支持，建起一溜十八营古战
场遗址标志，使其成为孙子故里
的又一文化旅游景点。

虽然在现在的这些村庄几
乎看不出那时战场上的一些记
忆，也许那些传说故事也只是杜
撰，但是既然沿用了“营”这个
字，加上古石桥的印记以及村民
的部分回忆，站在这里，闭上眼
睛，还是能感受到那种经过多年
历史的沧桑感，当年的战场情景
也一一浮现在眼前。

(惠民辛店镇宣传干事郭本
涛对本文亦有贡献)

走进“一溜十八营”
寻找古战场的印记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张爽

夜听窗外雨打芭蕉，油灯燃尽岁月斑驳。一座城市像一个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斯长长于斯的本地人，还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在

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当繁华褪尽，人们还能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归属，这是一座幸运的城市，也是是一座城市的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展展现在您的眼前。

栏目寄语：

西赵营村的古代石桥，是后来新建成的，有些石料还是当年那座
古桥的石料。

惠民县辛店镇西北边一连十八个村庄，村名都带着“营”字，整个营区从西南向东北呈弧状，起止长达30华
里。为什么这些村庄各个都带着“营”字呢？相传，这里曾是宋朝、明朝的重要战场，屯兵布阵设了十八个营地。虽
然现在“十八营”已变为“十四营”，村庄的村碑有些破旧不堪，有些已经丢失，但置身在村落中，还是能仿佛感觉
到当年战场上那种金戈铁马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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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家营村碑背后刻着这个村子来历。

盛家营村碑。

东肖营村碑。

钟家营村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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