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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艾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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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棣县信阳乡有处信阳故城遗址，相传为汉将韩信所筑

秦砖汉瓦中寻觅信阳古城踪迹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凯 李运恒

在滨州无棣县城北7公里
处的信阳乡存有一处信阳故
城遗址，信阳古时称“信城”，
俗名“小鞍城”、“歇鞍城”。相
传信阳城为汉将韩信所筑，且
位居萧米河 (也称小米河 )之
阳，而得其名。如今，信阳古城
墙仅存100多米，宽5-6米，最宽
处8-10米，高5-6米。据附近村
民回忆，上世纪50年代，古城墙
长达8-9公里，最高处达10米以
上，最宽处可以并行三辆轿
车。4月10日，记者来到信阳故
城遗址，探究残存了千年的秦
汉气息。

相传两千多年前，韩信筑城表决心
信阳城，《无棣县志·古迹》(民

国十四年版)记载：“《山东通志》作
‘信城’，在县北十七里。相传韩信
下齐所筑，周围六七里，形如磬折
而缺其西南，旧有信城里(或云，即
汉阳信县古城)。”《无棣县志·文
物》( 1 9 9 4版 )记载：“俗称‘小鞍
城’、‘歇鞍城’。相传韩信下齐至
此，鏖战丢靴，士卒哗然，为雪丢靴
之辱，下令仿靴筑城，形如磬折而
缺其西南。西汉为阳信县城，旧为
无棣县八大景之一，称‘汉垒盘
旋’。”《无棣县地名志》记载：“紧靠
两条黄河故道，南曰‘萧米’，北曰

‘覆釜’。汉初建城时，黄水正从萧
米河东流，取韩信建城和城处大河

之阳的意思，命名‘信阳城’。”
对于信阳城的历史记载，无

棣县旅游局副局长徐景江还介
绍，《无棣县志》等的记载都只是
相传信阳城为韩信所建，经过了
多次勘查，缺乏佐证韩信屯兵筑
城方面的实物资料，但可以确定
的是信阳城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
地。1973年，位于城内的车里村村
民在村附近挖渠出土了17枚齐国
刀币；1987年，地区文物普查组对
古城遗址全面考查，从城体格局、
构筑方法、城土中夹沙陶片等方
面测定，信阳城约筑于战国后期
至西汉初期。若将筑城时间再精
确些，从历史资料和采集的遗物

综合分析，筑城时间可确定于战
国时期。信阳城，城郭俱全，面积
达200万平方米。在春秋战国时期
的地方城邑中，是规模较大的，也
足以证明其在当时军事战略和地
理位置上的重要性。

据了解，在信阳故城的北部和
东北还有两座汉代古城，一是广武
城，传为西汉广武君李左车所筑；
另一是光武城，传东汉光武帝刘秀
据燕制齐时所建，均无实据。但从
出土的汉代青铜箭头、汉代砖瓦陶
器残片等文物测定为汉代遗址无
疑。信阳古城、广武城、光武城呈三
足鼎立之势，可见此区域地位之重
要，并成为汉代功臣、公主的封邑。

上世纪50年代，古城墙长八九公里
徐景江介绍，康熙九年《海丰

县志》卷首有清代画家、钱塘人士
费而奇所绘“无棣八景”图，其中
的“汉垒盘旋”就是描述的信阳故
城的城墙、城门及村落建筑。据了
解，信阳城共有六门：北门两个，
门里为车里村，车里村明初立村，
因村位于信阳城里，取名城里村，
后演变为车里。西门一个，门里一
村，原名靴脸，后改称如意村，明
初立村，位于城西南‘靴脸’处，故
名，后人认为‘靴脸’二字不雅，
1939年更名如意。东门一个，门里
有一谢家村，西汉时期，此村位于
信阳城里，原称信阳城东门里小
张家。明初谢氏迁此，人丁兴旺，

张姓衰落，故更名为谢家。城内一
条主要东西街道连接东、西城门。
西南城墙向内凹处和南城墙各有
一城门。小城也称内城，是官府署
衙所在地，后成为信阳乡政府驻
地，还有粮所、供销社、邮政所、农
行等部门。从地表遗迹和街道走
向看，小城可能有东、南两个城
门，与内城相通。如今大城内村与
村之间的连接道路、各村内主要
街道，依旧保留有原古城街巷的
痕迹。

车西村61岁的张树行告诉记
者，听老人们讲过，古城墙围绕着
如意村、谢家村和车里村三个三
村，故城气势恢宏，十分壮观。“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候经常去
古城墙边玩，当时的古城墙有八
九公里长，而且又高又宽，最高的
地方十多米，最宽的地方估计可
以并行三辆轿车吧。”张树行老人
回忆儿时对于信阳城的记忆。

一位村民还告诉记者，随着
风雨的自然侵蚀、战火破坏以及
随后的拆墙还耕和建筑用土致使
古城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如今
见到的古城墙只是零星一角。徐
景江告诉记者，“据考究，整个城
墙解放初期还很完整的，高一般
在10米以上，底部宽大约15米。惟
有南城墙和北城墙西段最高大雄
伟，高约15米，底宽在25米以上。”

一进车里村，就能看到一石碑
上写有“信阳城”，在车里村以南就
是信阳故城遗址，而如今已经看不
出城墙的样子，一个高大绵延百米
的土堆隐没在春天绿油油的麦田
里，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座雄伟
的城池。在土堆底部到处都是大小
不一的洞穴，杂草和藤蔓布满土堆，
有些松散的表面还能看到不少残缺

的瓦砾。一附近村民开玩笑说：“都
是秦砖汉瓦啊！”

车西村张树行老人告诉记者，
他小时候古城墙没有被保护起来，
附近村民拆了古墙做耕地，不少家
里盖屋修房子所用的建筑用土也
到这里来拆墙。一位比较年轻的村
民表示，如果古城墙保护较完好的
话，会十分壮观，无论做旅游开发

还是做为古迹供人瞻仰都是非常
好的基础，为后人也呈现了一个古
景致。

徐景江介绍，目前信阳城古城
墙仅存100多米，宽5-6米，最宽处8-
10米，高5-6 米。1992年，信阳故城
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
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无棣县人民政
府在其侧镌文刻石“信阳故城址”。

如今已是断壁残垣，仅存100多米

““信信阳阳故故城城址址””石石碑碑和和残残存存的的古古城城墙墙。。

信信阳阳故故城城残残存存的的古古城城墙墙。。

车车西西村村张张树树行行老老人人告告诉诉记记者者这这片片麦麦田田曾曾经经是是古古城城墙墙的的位位置置。。

古古城城墙墙里里可可以以看看到到残残缺缺的的瓦瓦砾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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