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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卧滨州千年长

谈笑街坊棋子间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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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历代滨州州志、县志记载，今滨城区内有
“三台八景”(三台为卧佛台、茅焦台、秦皇台，八
景为秦台晓雾、榆林晚照、渤海望潮、清河横带、
莲池夜月、古井琉璃、砂亭雨霁、兔岭浮波)旧多
有文人墨客题咏“八景”的秀美景色，以抒发怀
古幽情，赞美滨州古城之秀，但今存者无几。卧
佛台作为古滨州三台之首，和滨州起源、历史人
文有着难以解析的渊源，现在尽管古台已不复
存在，但在坊间却留下来难以磨灭的印记。

滨州，取渤海之滨黄河之州之意，对于古滨
州故址，坊间多不统一，有蒲城起源之说，也有
说在北镇起源，但“先有卧佛台，后有滨州城”的
说法却一直被世人所认同，并流传了千百年。卧
佛台究竟和滨州有着怎样的渊源？百姓对此还
有哪些记忆？它现在是什么样子？记者带着诸多
疑问踏上了寻找之旅。

近在咫尺
寻找之路颠簸又漫长

出发前，记者特意在网上搜索了
下关于卧佛台的地理位置——— 滨州市
滨城区北镇街道办事处北街居民委员
会，并且有一辆 24 路公交车可从市区
直达，且在杜受田故居门前下车就可
到达。

6月 17日，天气炎热，上午 10时记
者从市区坐上了公交 24 路。与市区大
多数新能源大型公交车不同，这是一
辆 19 座的小型巴士，30 分钟一班，车
上空空荡荡坐着为数不多的5个人。

“坐到杜受田故居问下就知道在
哪了，去那没啥意思估计啥都没有了，
去故居看看还行。”公交司机有一搭没
一搭地对记者说，车上的乘客多为南
街本地的居民，很少有外地人坐公交
车去那的。

公交车沿北外环一路向西，然后

沿着一条两边种满麦苗、菜地的乡间
小路一路向北，路并不好走，除去有人
在路上晒粮外，路上不时出现大大小
小的坑。公交车在村居和乡野间穿行，

“听说要换公交车了，但 24 路可能不
换。”“这破路的换了新车也跑不起
来。”司机和一乘客聊着天。

20 分钟后，随着车上本地乘客陆
续下车，车上只剩下记者和司机，随着
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路况反而越来
越不好，颠簸灰尘让这短短的 20 分钟
行程走得格外漫长，“那个台子好像没
有了，即便有这么偏的地方也没人去
的。”司机和记者唠叨着。

据了解，市区距离北镇街道办事
处北街居民委员会直线距离约 10 公
里，公交车颠簸和司机对卧佛台三言
两语的描述中走过了漫长的20分钟。

难觅踪迹
卧佛台湮没在荒草中

走下 24 路公交车，记者开始了边
打探、边寻找的行程。

“以前有没有佛，不记得了，但印
象中只有一个土台子，上面啥也没有
了，只有几块石头。”说起卧佛台，路边
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妇向记者回忆，
在他们儿时，卧佛台上就什么东西都
没有了，“城里古迹倒很多的，但现在
都扒没了。”回忆起当时城里的辉煌，
老人的眼里闪着光。

站在记者面前的这对老夫妇，男
的 74 岁，叫杜美亭，是滨州杜家的 18
世子孙。“小时候，南街戏楼城隍庙多
好啊，里面的佛像都很好很大。后来，
有的佛像都被推倒扔到湾里了，有的
佛像被打烂卖了废铁，还有几尊大佛
被拉到了郑州。”杜美亭说，以前城里

还有段干墓、高庙、城隍庙、镇武庙，很
高的城墙，现在也都没了。“1957 年左
右，台子被推平，成了棉纺厂。”杜美亭
指着西南方告诉记者，去看看吧，估计
啥也没有了。

按照杜美亭老人的说法，记者沿
着胡同东走西拐找到了一处雕刻有

“滨州市第六油棉厂面粉厂”的大门，
房主告诉记者卧佛台就在北边的院子
里。在居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一处
沟台旁，除去一地荒草，记者看不到任
何一点印记。在沟台一侧竖着一块“卧
佛台遗址”的石碑，历经十几年风雨背
身已有裂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卧佛台遗址滨州市人民政府立，一
九八六年八月”碑身上寥寥数字向人
们诉说着它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卧佛台位于在老
滨城(俗称凤凰城)内西北隅，卧佛
台原占地约 5000平方米，顶端面
积约 1500平方米，台上曾建有寺
庙，寺中供奉着释迦牟尼卧像，故
名。因台上荆棘、野草丛生，远望状
如卧虎，所以当地人又称之为“卧
虎台”。

后经滨城区文物工作者几十
年在此处考查论证，这里曾是远古
河道，由西南蜿蜒东北，卧佛台处
于古河道东侧。

1947 年解放战争时期，军民
在卧佛台附近构筑工事，曾发现部

分珍贵文物。1956年，滨县油棉厂
在卧佛台取土，地表 80 厘米以下
发现大量黄砂，黄砂里面夹有石
器、骨器、蚌器、陶器和兽骨，文化
层达 120 厘米，上层为商周文化
(距今约 3500 年)，出土为夹砂灰
陶鬲、泥质灰陶豆，罐、壶等，下层
为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
遗迹，出土物有石斧、石铲、石锄、
石镞、骨锥、骨笄、泥质磨光黑陶
杯、蛋壳陶片、野猪牙、马牙、鹿角
等。

明万历间《滨州志》载：“台上历
代大起浮屠，梵宇最崇”。台是何时

建，这里究竟从何代成了佛门盛
地，已不可考；但至元代前期，这里
香火盛行当无疑问。到了明代，台
已转为私家隐所，明万历《滨州志》
云：“始归侯氏、更董氏、易王氏，少
司徒张氏伯仲贸之为城市隐。”

滨北镇历史悠久，前身为古渤
海府，史称“凤凰城”。凤凰城古迹
有新石器时代的西街卧佛台、北街
茅焦台、东街文鸣台三台遗址，还
有战国齐人段子明墓和滨州古城
等。城内还有八景，有秦台晓雾、古
井琉璃、榆林晚照、月夜莲池、渤海
望潮、砂亭雨霁、清河横带、免岭浮

波。凤凰城历史上曾出过众多才子
和官宦，明朝有西街武状元胡旦、
南街杜诗；清朝，凤凰城里出了嘉
庆年间翰林院编修、礼部左侍郎杜
谔，咸丰帝老师、左都御史、工部尚
书杜受田和咸丰年间顾命八大臣
之一的杜翰祖孙三代官宦，杜家一
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历代，特别
是明清年间，这里文化灿烂，商贾
云集，富甲一方，是鲁北地区重要
的商品集散地。

“它和杜家大院没有关系。”杜
美亭告诉记者，杜家从明朝才来到
滨州，“想找源头，恐怕很难了。”杜

美亭说，尽管村里还有几个比他年
纪大的老人，但估计他们也说不上
来，“先后卧佛台，后有滨州城，这
事一点不假。”

“将军！”围着北街居委会绕行
一圈，三五传说居民们向记者诉说
着他们心目中的卧佛台印象，路边
下棋的人还没散。“小伙子不用找
了，找不到了，啥都没了。”老人缓
缓落下棋子说。

楚汉河，两帷幄，起手无回，棋
子落。一座城，一尊佛，都消失在历
史的滚滚长河中，留下点滴印象，
任凭世人评说回味。

传说千年，先有卧佛台后有滨州城

卧佛台遗址。

卧佛台遗址所在地是一家面粉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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