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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

古城镇文化站站长丁卫
从牛棚里发现的200年木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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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虽小 古事很多
文/片 本报记者 赵树行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

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

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

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

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这首曾经风靡上世纪 90年

代的歌曲大家一定耳熟能

详。沾化县古城镇何曾没

有如此美妙意境。对于古

城镇居民来说，那就是坐

在高高的风水台上，听父

辈们讲故事说神话。老人

们都说，“古城虽小，古事

很多。里面的故事三年都

讲不完呢。”

牛棚里发现

200年前的木匾

7月 13日上午，记者走进了
沾化县古城镇，或许只是置身其
中一隅的缘故，古城镇并没有传
达给记者一丝“古意”。不少沿街
建筑屋檐部位刻意镶嵌了红砖
绿瓦，看上去却很牵强。

但接下来一个不经意的发
现，彻底打消了记者起初对古城
镇的“偏见”。在古城镇人民政府
信息室，角落里一块木匾引起了
记者的好奇，“你们办公室怎么
还会有这种东西？”

这块匾长1米多，宽半米多，
正中是“耆年硕德”四个大字，两
边刻有“敕授文林郎，知邑事，加
五级，记录十次高占魁为耆年硕
德，禄午范先生百龄”的小字，字
为阴刻，涂有彩漆。有三方印，其
一为“高占魁”。

木匾看上去已经很粗糙，可
以说“伤痕累累”，不看上面镌刻
的字，这块匾跟普通木头无异。
说起这块匾，古城镇人民政府信
息室文化站站长丁卫立刻来了
兴致，因为这块匾就是他发现
的。

2008年，丁卫到西范村村民
范本芳家闲逛，无意中发现范本
芳家牛棚里竖着一块木匾，走近
一看，竟然还刻着字和印。“放在
牛棚里实在有些可惜了！”丁卫
与范本芳商量，古城镇政府将木
匾收藏保护了起来。据考证，此
匾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木匾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
故事？

1796年(清嘉庆元年)，仁宗
皇帝初登宝位便传令天下，召开
千叟宴，以示他与民同乐之意。
范本芳的十五世祖，既无官职，
也无功名，以德望闻名乡里的范
禄午先生，有幸成了皇上的座上
宾。据说范禄午言谈举止谦恭得
体，深得仁宗皇帝喜爱，赐龙头
拐杖一柄，黄袍马褂一件。

范禄午衣锦还乡之时，当时
的沾化县令高占魁奉匾相迎，为
他接风洗尘，赞扬他道德高尚。
这件事世代相传。如今龙头拐
杖、黄袍马褂早已同它的主人作
了古，只有这方木匾成了“千叟
宴”的见证。

风水台的传说

家喻户晓

在古城镇东街村南、东辛村
北，有一个一百多亩大的湖，名
叫齐云湖，湖中央有一个土台
子，这就是著名的文峰台，俗称
风水台。

丁卫告诉记者，他小时候和
伙伴们经常在风水台上玩耍，晚
上听父辈讲故事，所有故事都是
关于古城镇的。“关于风水台的
传说，古城镇男女老幼都知道。”

“那时候就觉得，古城镇人
杰地灵，绝非浪得虚名。在这里，
遍地都有故事，家家有故事，代
代有故事。”丁卫说。

东三里村 67 岁老人李吉顺
回忆说，他儿时风水台四周就是
一片芦苇地，野生动物众多，很
多人来此逃荒，养活了一批又一
批人。

风水台是古城镇标志性的
民俗传说之一。里面究竟有什么
有趣的故事呢？

据说沾化县一带曾是一片
汪洋，随着地壳变动，大海逐渐
退去，陆地逐渐升高，成了邻近
渤海的一片沼泽。在古城镇，逐
渐形成了一个方圆十里的湖，后
称“齐云湖”。此湖深不见底，古
城人围湖而居。

一年夏天，古城镇连降三十
天大雨，齐云湖水位暴涨。多亏
有一条勾盘河连通入海，齐云湖
水位才得到有效控制。但就在这
时，渤海湾里一条蛟龙顺着勾盘
河古道逆流而上，潜入齐云湖
中，不断侵袭人畜，许多人因此
背井离乡。

一天，一头大海龟从东面慢
慢爬来了，人们认为又来了一
害。但海龟并没有危害百姓，而
是一头潜入齐云湖中，同蛟龙展

开恶斗，蛟龙顺着勾盘河灰溜溜
地逃回了大海。

据说这头神龟年纪已大，
没有力气返回渤海，便留在了
湖中。由于神龟太大，湖水都没
不了它的背。远远望去，齐云湖
就像有一座“小岛”在移动。许
多年过后，“小岛”再也不动了。
人们用小船载来泥沙，将神龟
埋葬在了湖中央，便出现了“风
水台”。

据说由于神龟的到来，古城
一直风调雨顺，风水大为好转，
于是人们便把这个土台子叫作

“风水台”。求神、祈雨等仪式也
常在这里举行。

神奇“妈妈井”

养育八村村民

在古城镇东街村北部，即沾
化县老县城北城墙下，有一块面
积约2亩，地下残井密布的洼地。
由于该井群西侧曾有一座尼姑
庵，人们把这里的井统称为“姑
子庵井”。姑子庵井井水甜似奶
水，哺育着一方人，因而当地人
也尊称其为“妈妈井”。

该井群由来已久，历代都有
人在此建井。该地现存一北一南
两口较为完整的老井，两井相距
8米，井口均直径 3米，上架十字
井架，深约 8米。北井较为古老，
名为“幸福泉”，寓意为此水可保
一方百姓幸福安康，始建何年已
不可考，至今历经数次维修加
固。南井较晚，建于1966年，取名

“鏖天泉”，含有古城人民众志成
城鏖战天灾之意。

沾化为退海之地，地下水大
多苦咸难咽，但该地井水却甘甜
清冽。据老人们回忆，旧时周边
东街、东关、官庄、南关、北关等
八村村民都饮用这里的井水，方
圆百里内的大户人家，有的专门
派人用水车到此处拉水吃，他乡
商贩也都到此停车歇息，美美喝
个饱，临走时还要捎上点儿，回
家让家人尝尝。

挖掘古城旅游资源

打造鲁北魅力品牌

受时间限制，记者并没有在
古城镇逗留太久，所听神话传
说，所见历史遗迹，也只是冰山
之一角。13日，记者先后探访了
古城镇地标性建筑魁星楼、老当
铺、老县衙、老槐树等。

面对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
源，如何充分利用起来是古城镇
面临的新的课题。1 3 日记者在
探访中得知，目前这些资源尚未
充分利用起来，不少仍在修葺及
扩建中。古城镇旅游资源仍处于
开发阶段。

据了解，古城镇将按照“一
条轴线、四大主题、八大板块”
的总体布局，即以古城历史文化
开发为轴线，以诗书文化、县治
文化、海防文化、原生态民俗文
化 开 发 为 主 题 ，以 文 峰 台 、文
庙、县衙、姑子庵井、名人故居、
古城墙与海防工程、商业服务以
及北入口等八大板块为主要载
体，系统展示“古城旅游”的独
特内涵，按照循序渐进、分步实
施、边保护边开发的原则，争取
用 8 — 1 0 年时间，分三个阶段，
打造鲁北魅力品牌。

一期工程基本完工。其中，
对老县衙、姑子庵井等古遗迹
进行了修复及合理保护，将风
水台、老槐树、古城墙等 6 处文
化遗存申请了县级文物保护，
为“ 文 化 古 城 ”建 设 奠 定 了 基
础。另外，筹资 1 2 0 0 万元，历时
3 年 ，2 0 1 0 年 以 魁 星 楼 、文 轩
坊、文德桥等为重点的一期工
程现已完工。

古城镇唯一的老当铺。

充满神秘传说的风水台。

已被保护起来的“姑子庵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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