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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滨州寻常巷陌，搜寻特色地域文化

文化寻踪，让我们更懂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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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我 们 所 居 住 的 城
市 — —— 滨 州 ， 它 拥 有 着 悠 久
的文化历史，它也是一座
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因
为《文化寻踪》栏目开启
的 缘 故 ， 让 我 们 重 新 认 识
了 这 座 古 城 。 当 镜 头 对 准
滨州古城的一砖一瓦时，在
镜头的背后，我们更能深刻
地 感 受 到 这 座 古 城 所 带 来 的
魅 力 。 而 记 者 的 探 访 、 寻 踪
过 程 已 不 仅 仅 是 简 单 的 采
访 ， 文 章 所 呈 现 出 来 的 一 切
是 对 于 历 史 原 貌 的 重 现 ， 也
是 对 于 历 史 的 一 种 传 承 与 解
读。

曾 几 何 时 ， 我 们 对 城 市
的 印 象 已 经 固 定 在 了 混 凝 土
建 筑 以 及 电 子 产 品 上 。 是
的 ， 信 息 化 时 代 的 城 市 是 充
满 活 力 的 。 但 她 恬 静 的 另 一
面 ， 是 逐 渐 离 我 们 远 去 的 历
史 踪 迹 、 特 色 文 化 。 过 去 的
历 史 已 被 雨 打 风 吹 去 ， 作 为
黄 河 故 地 的 历 史 传 承 ， 滨 州
有 着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 但 即
使 是 滨 州 当 地 人 及 古 村 村 民
对 其 历 史 也 知 之 甚 少 。 只 有
重 新 回 到 历 史 中 ， 才 能 唤 起
人 们 对 滨 州 悠 久 文 化 历 史 的
美 好 回 忆 。 所 以 ， 2 0 1 2 年 5
月 2 1 日，《中华独有“傌”
字 村 — 惠 民傌家 村 进 了 非 遗
名 录 》 第 一 篇 文 化 寻 踪 文 章
见 报 ， 随 即 每 周 一 篇 ， 接 连
而至的报道持续至现在。

卧 佛 寺 、 凤 凰 城 、 大 郭
遗 址 ； 范 仲 淹 、 董 永 、 唐 赛
儿、李之芳；木版年画、锅子
饼、一溜十八营、……不管是
古建筑、遗址、历史人物还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年来，我
们行走在滨州的大街小巷，只
为寻找历史的足音。穿梭在滨
州的寻常巷陌，踏着石板路，
看着老城墙、古建筑、甚至于
旧标语，红砖绿瓦，让人仿佛
穿越回到过去，却又不禁沉浸

于其中，流连忘返。不是采访
的缘故，我们无法这般真真切
切 地 感 受 滨 州 历 史 街 区 的 厚
重，而正是采访的缘故，也让
我们真真切切地沉溺其中而无
法自拔。这一次次追寻历史踪
迹的跋涉，也是聆听历史声音
的穿越，收获的不止感动，更
多的是感悟。

“ 雕 栏 玉 砌 应 犹 在 ， 只
是 朱 颜 改 ” 。 在 我 们 探 寻 的
文 化 遗 迹 中 ， 很 多 古 建 筑 群
已 经 改 变 了 原 貌 甚 至 只 剩 下
空 壳 。 惠 民 辛 店 的 “ 一 溜 十
八 营 ” 传 说 是 宋 、 明 两 朝 的
古 战 场 ， 如 今 ， 除 了 那 十 几
个 村 子 还 保 留 着 “ 营 ” 字 以
及 一 座 古 石 桥 之 外 ， 再 也 遍
寻 不 着 其 它 的 历 史 遗 迹 ， 而
村 里 最 老 的 人 们 也 很 难 说 出
这 段 历 史 ， 面 临 “ 空 名 ” 境
地 。 每 当 来 到 这 些 类 似 的 地

方 ， 都 不 由 地 感 叹 ， 感 叹 曾
经 的 辉 煌 不 复 存 在 ， 感 叹 后
人 没 有 好 好 记 住 这 段 历
史 … … 但 是 近 年 来 ， 滨 州 发
展 开 始 打 “ 文 化 ” 牌 ， 不 少
建 筑 遗 迹 开 始 大 幅 改 造 ， 在
保 留 其 原 貌 的 同 时 开 发 文 化
旅 游 ， 努 力 打 造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 这 样 的 方 式 也 越 来 越 受
认 可 。 如 此 ， 古 城 滨 州 才 能
找 回 灵 魂 ， 焕 发 青 春 。 这 个
城 市 ， 才 更 具 内 涵 ， 才 能 留
住记忆。

“ 文 化 如 水 ， 滋 润 万
物 ， 悄 然 无 声 ” 。 城 市 是 有
生 命 的 ， 文 化 正 是 城 市 的 灵
魂 。 《 文 化 寻 踪 》 至 今 已 有
4 6 期，今后我们还会将这个
栏 目 继 续 下 去 ， 一 起 用 我 们
的 报 道 来 留 住 这 座 美 丽 城 市
的记忆。

（本报记者 王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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