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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矮肮

栏目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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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寻千乘城 遥想齐景公
文/本报记者 张凯 片/本报记者 王晓霜

据史料记载，在今高新区青田街道办事处樊家村
西南一华里处，曾有一郡治城——— 千乘城，此城始建
于春秋战国时期，为滨州当地最早的一批郡县制城市
之一。对此城的繁荣富饶，坊间多有佳话流传。千乘
城，古城属春秋齐国之地，因齐景公在此屯千乘而得
名，城内红墙绿瓦，车水马龙，百姓丰衣足食，商贾鳞
次栉比。然而，就是这样一繁荣富庶之地，也最终没有
逃脱兴亡替变命运，在历史滚滚车轮中被碾压粉碎，
沉入地下，消失于烟云中。

两千年风云巨变，古千
乘城今早已不复存在，就连
它现在的准确位置，许多人
也有分歧。按照《辞海》记载，
千乘，古邑名，春秋齐地，因
齐景公有马千驷，猎于境内
的青田而得名。1986年出版
的《山东各地概况》一书则
说：“千乘城有二：一在古漯
河北，一在古漯河南；一为郡
治，一为县治。”

据中国历史地图标记，
最终确认古漯河南的千乘
城，在今淄博市高青县唐坊
乡孙集村东南三华里处；古
漯河北的千乘城，在今滨州
市高新区青田街道办事处樊
家村西南一华里处。

按上述记载，17日，记者
来到了青田街道办事处樊家
村，“您知道千乘城遗址吗？”
记者问。“没听说，不知道。”
一村民回答。在得到几位村
民相同的回答后，记者怀疑
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从青田街道办事处驻地
出来，汽车一路向西，在穿过
滨州与高青界线后，汽车继
续沿广青路西行。在距高青
县赵店镇3公里处，汽车下广
青路向南沿一条泥泞路继续
行驶。

10分钟颠簸后，樊家村
出现在眼前。村民告诉记者，
现在村子西南角有一砖厂，
那个地方以前有一座小庙，
后来破败以后，就成了农田，
前几年有人在那开的砖厂，
因为不景气现在也破败了。

穿过村庄，驶过村头的
一座小桥，汽车在雪后的乡

间小道上向西爬行，因为没
有向导，记者只能一路走一
路问。冬日严寒，田间难见一
人。在两条西南向丁字路口，
一村民指着南边一排房屋
说，“砖窑厂西边那水池就是
了。”道路狭窄，泥泞难行，汽
车无法驶入，记者踩着路边
草丛步行了2华里。

在砖窑厂附近一栋民房
内，村民樊守林告诉记者，他
已经在这住了9年之久，“没
听出这有千乘城。”老樊指着
房子对面的一块水池说，“这
个地方听说以前是座庙，后
来啥都没有了。”水池在路东
侧，南北狭长，长约100米，宽
约10米，村民介绍，池系烧砖
取土所成。

经确认，老樊所说的小
庙的确存在过。明朝初年，在
现有水池位置建有一座庙
宇。老樊告诉记者，他听老人
说，在小庙所在地曾经出土
过一个大钟和一座碑，“钟是
青铜的吧，后来也不知道去
哪了，石碑是有碑座的，一只
巨型赑屃。”

据《滨州文史资料》记
载，千乘城遗址，地处开阔地
带，地形呈低岗、缓坡状，早
年这里地表仍有砖块、瓦砾
杂陈。这里早年曾出土过古
砚，被人带往西安。对于碑座

《滨州文史资料》记载，长约
2 . 5米，宽约1 . 5米，碑身已
于1922年(民国11年)前后，
被用来填决口，埋压在黄河
大堤下面，据记载碑身立于
明洪武二年，系驼蛟龙碑，刻
有千乘城等字。

千乘今何在
古碑沉河今犹存

青丘变千乘
为最早郡县城之一

涛 说 ，依 照 齐 国 当 时 的 国
力 ，在 此 建 立 一 个 城 市 是
可 能 的 。千 乘 城 就 在 高 青
的北部，紧邻漯水，符合城

市 一 般 都 依 水 而 建 的 规
律，千乘城，在当地可能是
郡 县 制 城 市 中 最 早 的 一
批。

千乘城，《辞海》注释曰：
“古邑名，春秋齐地，因齐景
公有马千驷，猎于境内的青
田而得名。”此青田，非今高
新区青田街道办事处，但与
此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滨城区文物所工作人员介
绍，在历史上，此城也为当地
最早的一批郡县制城市之
一。

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
一辆兵车叫一乘，古代，诸侯
国的大小以兵车的多少来衡
量。据传，千乘城始于战国,
因齐景公有马千驷常驻于此
而得名。据《元和郡县志》载,

“齐景公有马千驷 ,田于青
丘”。要说千乘,首先要从它
的前身青丘说起。

公元前547年齐景公继
位，用晏婴为相，也曾“向孔
子问政”，内修国政，外操强
兵，在列国之中，首屈一指。
齐景公经常到一片广袤的平
原狩猎，深知地利的优势，即

在此周围安排养牧他那4000
多匹战马，并在此开辟校场，
操演兵车阵式各种战法，此
广袤平原就是文中所记载的
青丘之地，也就是后来的千
乘郡所辖之地。

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国
土范围基本都在济水流域。
青丘之地距都城临淄不过百
余里，交通便捷，湖泊密布，
湿地连片，沟渠纵横，林草植
被茂密，各种珍禽异兽生息
繁衍。因此，青丘成为齐王狩
猎的首选之地。在诸侯皆借
园林夸饰争胜的时代，它很
快成为齐王的“宠儿”。

民间相传，齐景公对于
青丘非常喜爱，就把它改名
为“千乘”。

“千乘，并不一定真的有
那么多马匹，从城市的繁荣
程度思考，如果这座边境城
市随着人口增加、边贸活跃，
也是能讲的过去的。”滨城区
文物所工作人员刘海

一河隔两城
千乘因水灾走向没落

据现有文史资料记载，
西汉统一天下后，千乘城成
为千乘郡。汉高祖刘邦除分
封了几个同姓王之外，把全
国分为48郡，其中就有千乘
郡,郡城设在千乘城，其遗址
就在旧镇(现青田街道办事
处)樊家村。同时设千乘县,县
城的遗址在高青县唐坊镇卢
家村。当时漯水正从千乘郡
和千乘县的两城之间穿过，
形成了两城隔水相望的格
局。所以，现在所发现的千乘
城的遗址也有两个的，一为
郡，一为县。

晋朝人写的《三齐记》记
载：“千乘城在齐城西北百五
十里，有南北二城，相隔二十
余里，其一城县治，一城太守
治。”

《汉书地理志》记载：千
乘郡，户十一万六千七百二
十七，口四十九万七百二十。
县十五：千乘、东邹、湿沃、平
安、博昌、蓼城、建信、狄、琅

槐、乐安、被阳、高昌、繁安、
高苑、延乡。

公元前29年，千乘郡遭
遇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
难。据《资治通鉴》记载 ,“建
始四年 ,大雨水十馀日 ,河果
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 ,泛滥
兗、豫 ,入平原、千乘、济南，
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
十五万馀顷,深者三丈；坏败
官亭、室庐且四万所。”这次
河决由于受灾面积太大而震
动朝野。第二年，决口被堵 ,
河堤修成后 ,汉成帝特意改
元 为 河 平 元 年 ( 公 元 前 2 8
年)。但是河平只是一个美好
的祈愿，河平三年(公元前26
年)秋八月，河决平原县，流
入济南、千乘,近一半的房屋
被毁坏。千乘郡受到严重的
打击 ,民生凋敝 ,西汉王朝也
因频繁的灾害逐落。渐走向
没落。

西晋时期，千乘县被废，
“千乘”作为地名也不复存在。

千乘变青田
一座新城崛起于黄河南

千乘城遗址所在樊家村
距离高新区青田街道办事处
驻地约5公里，青田街道办事
处原名旧镇镇，2010年，经山
东省和滨州市政府批准：整
建制撤销旧镇镇，以其原行
政区域设立青田街道办事
处，办事处驻原旧镇镇政府
驻地，管辖旧镇、营盘、彭家
沟、大道王等74个社区、居委
会和村委会。

对于“青田”的来历，通
常有三种说法：一是据《辞
海》记载：春秋时旧镇曾叫

“青田”。二是上世纪40年代
至90年代，旧镇大部分时间
隶属高青县，取其“青”字可
以追溯旧镇行政沿革的历
史。三是“青田”寓意碧绿的
田野，体现“粮丰林茂·北国
江南”示范乡镇的生机勃勃、
绿意盎然的独有生态特色，
展现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环
保、生态、高效的美好未来。

村民樊守林告诉记者，
一到春天，千乘城遗址所在
地春意盎然，成片的水稻在
微风中摇摆，点点白鹭嬉戏
绿苗间，环境非常好。

历史的巧合，让几经易

名旧镇的再次回到它2000多
年前的故名青田，这让人们
禁不止遐想，那个曾经红墙
绿瓦，车水马龙，交通便捷，
湖泊密布，湿地连片的千乘
城是否也会在某一天再次出
现在人们面前，在历史的长
河中得以再次辉煌。

历史2009年，高新区成
立，辖小营、青田两街道办
事处。高新区，是滨州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实验区和滨
州中心城市南部新区。城区
按照“一环、六横、五纵、三
中心、四板块、八大功能区”
的总体规划布局结构，强力
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
升级改造。

随着“经济建设园区化”
发展思路，高新区高起点规
划建设电子信息与新材料、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
环保和生态化工“五大”工业
园区，现代农业生态观光和
设施农业“两大”农业园区以
及黄河三角洲铁路物流园区
也已出具成型。一座新型现
代化的城市正在古城上冉冉
升起，千乘之城的辉煌再次
在黄河南岸呈现。

千千乘乘城城遗遗址址旁旁废废弃弃的的砖砖厂厂。。

千乘城遗址所出土的古砖。 史料记载千乘城出土的碑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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