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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艾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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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周时期古官窑
烧制官盐供王朝
文/片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荒草掩映藏古窑

为了寻找这座在历史上仅
留下只字片语的古窑群，将它昔
日的辉煌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3月1 5日上午，记者一行驱车两
个小时，来到这座紧邻高速公路
的小村庄。

春季风很大，村庄道路上大
片的黄土和沙砾被风吹得四处
飞扬，十几户人家都在忙碌着装
修和搭建新房。村庄里随处可见
建设新颖时尚的二层楼房，小轿
车和农用卡车随意停放在村子
宽阔的街道上，老人们着装整洁
地靠在高大的院门前聊着家常。
本以为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官
窑在这个村庄中人尽皆知，但是
询问过后才发现村民对古窑群
知之甚少。村庄里的年轻人仅仅
知道这座古窑群的存在，却不知
在何处；老人们也仅仅告诉记者
这座古窑群在村子西北方向的
田地里，有一座大大的石碑立在
古窑上面，顺着大路向北行驶就
可以看到。

村子北面出口通往柏油马
路上的土路布满泥坑，车子行驶
在上面如同在充满风浪的大海
上 行 船 ，左 摇 右 摆 、上 下 颠 簸 。
终于到了大路，一路向北后记者
并没有找到那座古窑群，也没有
见到那座竖立在田间的石碑，只
得掉头向回行驶。记者再次询问
了几名在路旁修剪枣树枝的村
民。一名村民说，这个古窑现在
只剩下了一个大土丘，石碑就是
立在这个土丘上，“解放前曾经
来过一辆大卡车，从那个古窑里
拉了一车的东西出来。我们也不
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听老人们
这么说的，你们现在去什么也看
不到了。”

按照村民的说法，记者来到
在路旁延伸出的小土路，这条路
太过狭窄无法行车，记者只得下
车步行寻找。这条乡间小路两旁
是大片的棉田和枣树，步行一百
多米后在距离小路百米处还有
一个小规模的养猪场。然而步行
两公里后，并没有顺利看到古窑
群和石碑，举目四望全是平坦的
田地，还有一对农民夫妇在焚烧
秸秆来清理土地，以方便再次种
植农作物。至此，记者开始怀疑
这片古窑群是否真实地存在过，
还是仅仅存在于村民口口相传
的传说中。那对善良的夫妇告诉
我记者，那个古窑群的确距离这
里不太远，站在高高的道路上还
可以隐约望见那个石碑。

记者再次驾车向北行驶，在
另一条延伸出的小路上，终于隐
约看到在荒草丛中似乎掩藏着
一 座 石 碑 ，但 是 杂 草 随 着 风 摆
动，遥遥望去那座石碑似乎又不
见了。沿着小路前行，小心地躲
避着棉花枝叶，再次寻找那座如
同幻觉一般时隐时现的古窑群。
田地被一条条的沟渠分隔开来，
已经没有水源的沟渠被层层芦
苇 掩 盖 。越 过 一 条 又 一 条 的 沟
渠，翻过一个有一个的小土丘，
看到田间地头上有散落的土陶
碎片。那些碎片无声地宣告着那
座古窑群确实存在过，纵然经历
了几千年的历史，随着风沙变迁
这些土陶碎片也会被不断地翻
出来。在一片棉花地的尽头，那
一座石碑终于真实的显现出来。
土丘没有村民形容的那么大，高
不过半米，长也只有两米左右。
石碑就被立在这个小土丘上，上
面 刻 着“ 杨 家 古 窑 址 ”的 字 样 ，
是在1 9 7 7年由山东省革命委员
会立在这里的。

这就是那座曾经辉煌庞大
的古窑群吗？就是那座有着几千
年历史曾经烧制官盐供商周王
朝食用的古窑群吗？周围田地里
的棉花枝还没有被清除，石碑旁
几个断掉的玉米秸秆散落四处。
或许这座古窑群曾经真有村民

形容得那么大，但是在土地不断
被开垦种植的过程中，这座古窑
所占的土地也在不断地被村民
开垦。

看到这些，记者不禁有些黯
然失落：祖先传承下的东西越来
越少，而仅有的这些也并没有被
珍惜。这座官窑就这样默默存在
于此几千年，随着朝代更迭堙没
在历史的长河里。

往昔历史仍可追

查阅了许多书籍，然而关于
杨家古窑群遗址的记载却寥寥
无几。沾化县宣传部主任陈方明
说 ，西 杨 和 东 杨 村 属 于 退 海 之
地，这处古窑群应该就是当时制
盐所用。在前往古窑群遗址经过
的几个平坦的土丘上，随处可见
一些零碎的贝壳半埋在泥土里，
或许这些贝壳的碎片就是大海
曾经来过这里留下的痕迹吧。

据了解，西杨村距离海岸线
约 有 4 5 公 里 ，村 庄 西 面 一 条 河
流就是通海之河。杨家古窑址是
在1 9 5 5年徒骇河疏浚加宽时发
现 ，当 时 便 出 土 了 大 量 制 盐 工
具。1 9 7 7年 1 2月，山东省《革发
1 2 2号》文件公布“杨家古窑址”
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
时 划 定 的 保 护 范 围 东 西 长 6 5 0
米，南北宽 2 4 0米，面积 1 5 . 6万
平方米。遗址上采集的大部分标
本 是 盔 形 器 、滤 器 、灰 陶 簋 口
沿、灰陶豆等，皆为盐业生产所
用 ，少 部 分 为 生 活 用 具 。同 时 ，
还出土了青铜剑、贝币等重要的
文物。

近年来，不少考古科研单位
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又对该遗址
进行了地面调查，仅在保护碑周
围 1 5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发现了
1 0处商周时期制盐遗址、2处东
周时期制盐遗址，发现了大量盔
形器残片以及煮盐的灶等。根据
专家的调查情况，在西杨村0 . 7
公里处还有两处遗址，挖掘发现
过陶灶及成片的盔形器碎片和
烧土块，而西杨村以南约四公里
处的东杜一带也发现过制盐的

遗址，也属于杨家古窑遗址。现
基本可以确定杨家古窑群遗址
最南延伸到沾化县城，南北 8公
里，东西 3公里，面积约 2 4 0 0万
平方米。

就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南
部遗址时代较早、往北渐晚，制
盐作坊也存在由南向北逐渐迁
移的过程。杨家古窑址不仅是滨
州市和整个黄河三角洲地区目
前发现最大的、保存最完整和最
有价值的商周盐业遗址群，而且
是黄河三角洲地区商周时期的
一处独立的核心制盐区，其生产
的食盐除供给齐地使用之外，主
要是供给当时的商周王朝食用。

这些是杨家古窑群遗址仅
存的一些文字记载，而在村民的
记忆里，杨家古窑群遗址也仅仅
是一个名字。记者再次来到村庄
里，试图询问这座古窑存在的历
史，然而五六十岁的老人对于这
座古窑群的历史也无法陈述。几
经周折，记者找到了村里一位八
十五岁的老人杨官英(音)，通过
零碎的记忆，老人向记者讲述了
五十年前他和考古队员一起挖
掘古窑的历史。

杨官英介绍，当年省里来了
两名考古专家要考察这座古窑，
还在村里雇了四个村民一起挖
掘，他主要负责给这些人做饭。

“专家就拿着那种小刷子一点点
把土扫下来。当时我还想，这样
扫要扫到什么时候才能全挖出
来，后来还真挖出东西来了。人
家不让看，只是听说是个古人，
嘴里还喊着一个贝，身上还挂着
些什么东西，还有一些别的零碎
东西，后来这些东西都运到省里
去了。当时那个古窑还非常大，
能 有 五 六 亩 地 那 么 大 ，也 挺 高
的。”杨官英说。

记者经历众多周折，来到那
座 古 窑 群 面 前 ，寻 到 了 它 的 历
史，寻到了它的记忆，却也寻到
了它即将消失的信息。希望这座
曾经作为中国几个主要制盐地
之一的古窑群，可以在几千年后
得到应有的保护和传承。它的贡
献值得被铭记，值得被雕刻在历
史中。

在滨州市北部有一
个北临渤海，属于鲁西北
冲积平原的县城沾化，而
在距离沾化县城几公里
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村
落——— 西杨村。这个小村
庄紧邻烟新高速，借助着
有利的交通条件和村民
活泛的经济头脑，村子里
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
高，每个角落都充斥着现
代的气息。就是这样一个
紧跟时代脚步的小村庄
附近，却有一个沿用了几
个朝代的古窑群，这座曾
经为商周王朝烧制官盐
而辉煌一时土窑，却随着
深埋的黄土渐渐消失在
了村民的记忆里。

荒荒草草掩掩映映中中的的杨杨家家古古窑窑址址。。

杨杨家家古古窑窑址址前前还还散散落落着着土土陶陶一一样样的的碎碎片片。。

杨杨官官英英老老人人正正在在向向记记者者讲讲述述那那段段历历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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