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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花园——做一个有温度的人

14 悦览——定期除去心中的杂草

15 非遗——海兴火烙葫芦

征 稿
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我们

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寻找和沧州

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

本版设有沧州地理、狮城旧事、

沧州风物、老街旧巷、老物件、传说

故事等栏目，欢迎广大读者来稿，讲

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

投稿邮箱：czwbrw@sina.com

老城旧事

歧口

没可没可

沧州老俗话

没可没可的，沧州话里是不

知如何是好的意思。有时用于

尴尬的场面，比如，“半道儿碰

上小孙子，小孙子一口一个

‘爷爷’地叫，可偏巧身上没带

钱，叫得我这心里没可没可

的”。也有时用于难以名状的

感激，比如，“咱孩子和邻居大

明家孩子是同学，初中这三

年，仗着大明开车接送了，给

钱也不要，咱心里觉得真是没

可没可的”。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王吉仓：“没可”的读音是 mú
ke”。

宁津祝华东：“没可”在宁津这边
是没办法的意思，还有尴尬、手足无
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意思，或者
是冷场尴尬、上不来下不去那种感
觉。比如，“这个事儿弄得我没可儿没
可儿的”！

沧海粟：“没可”还有一个意思是
感激不尽。比如，“感动得老李不知说
什么好了，心里没可没可的”。

飞鸿：心里没可没可的，一般用
在无比感激、无以回报时。意思是感
激得没法儿没法儿的。

知微庐主：专用于表达无法报答
之心情，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一种使
用情境。

宁津祝华东：我们那里一般不会
把“没可”用在褒义的语境里面。

曲炳国：没可，是指乱了方寸。

马金铃：除了以上意义外，没可
还有歉疚、意犹未尽的意思。

有守株者：没可没可的，是对方
做了让自己高兴感动的事，做出的回
应。

付世伟：没可没可的，沧州人也
说“有可没可”的，意思一样。

沧州古城的兴衰
■耿玉升

沧州古城位于沧县旧州，它的前身是浮阳县（后改清池县），始建于西汉高帝年间，明代
建文二年在“靖难之役”中毁灭。然而古城的不少文明遗迹，仍被作为文物或地名保护和流
传下来。

旧州的铁狮子，是古代铸铁文物。狮子颈右
侧铸有“大周广顺三年铸”七字。大周广顺三年是
后周癸丑年（953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铁狮子坐落在古城内开元寺前，面南尾
北，挺胸昂首，栩栩如生。

《沧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载，旧州北关历
史上有“龚公祠”。西汉宣帝初年，勃海郡发生
饥荒，匪患四起，宣帝启用龚遂治理勃海郡。

龚遂到浮阳后发布政令：手持锄头种田
的是农民，手持武器的是盗贼；要抓捕盗贼，
保护农民。规定百姓要采集野果野菜备度灾
荒，还要卖刀买牛，种树、种粮、种菜，养牛、养
鸡、养猪，使百姓生活安定下来。后来，人们修
了“龚公祠”，祭祀这位贤良太守。

东关东头，有地名“高堂”，是祭祀东魏刺
史高浟的地方。后来祠堂年久倒塌，“高堂”作
为地名流传下来。

2003年，在旧州城内古县衙遗址旁出土了
一眼封存完好的唐代“毛公井”。井壁由沟纹青
砖砌成，井床石栏，风格古朴，专家鉴定此井建
于唐代。

《新唐书》记载：唐朝开元十年沧州大旱，
多数井水干枯，少数有水的井，也水味苦咸难
以饮用。当时的清池毛县令在县衙旁穿地掘
井，找到甜水，既能为老娘熬药服用，也为当地
百姓解决了饮水之难。人们称此井为“毛公
井”。

旧州古城内有古迹“歇马台”，是后周

皇帝柴荣，在沧州集兵点将北伐契丹的地
方。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周世宗为收复
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失地，在沧州
集兵点将北伐，转战青县、任丘、河间、雄
县、霸县一带，收复了三州三关十七县，设
置了雄、霸二州。后因周世宗突然发病驾
崩，北伐终止。

旧州城内的西南角有一地名“林冲庙”，
相传这“林冲庙”，建于元代中期。历史上是
否真有林冲来过沧州，史料没有记载，而“林
冲庙”确实是历史留下来的地名。从废古城
的南门口进城不远，道西“密云寺”西北就是

“林冲庙”。当然，随着古城的毁灭，这些寺
庙也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地名。

古城的兴盛

曾经，沧州是军事必争之地，历史上有很
长的兴盛时期，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据康熙《沧州新志》和《畿辅通志》记载，
西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在这里置浮阳县，
同年又在这里置勃海郡（东汉后改为渤海
郡），领浮阳、东光、阜城、千童、章武、东平舒、
南皮、临乐等26县。

北魏太和十一年（487 年）置浮阳郡，领
浮阳、饶安、高城、章武四县。孝明帝熙平二年

（517年），分瀛洲、冀州，州治饶安，领浮阳、
饶安、乐陵三郡十二县。

隋开皇十八年，改浮阳县为清池县。
唐贞观元年（627 年）州治移清池，领清

池、盐山、长芦、长陵、饶安、无棣、乾符七县。
并置景城郡，郡治也在清池。

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河北分为
东西两路，沧州属东路河间府，州治沧州，领
清池、盐山、无棣、南皮、乐陵五县。

元延祐元年（1314年）州治迁往长芦（今
沧州市区），元至正十八年（1358 年）因毛贵
攻陷长芦，州治又迁回。

明洪武二年（1369 年）由于长芦靠近
运 河 ，便 于 发 展 经 济 ，州 治 再 次 迁 往 长
芦。

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十月，沧州古
城在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中毁灭。

历史遗迹

旧沧州古城内的东部，有一片坑状农田，
地名：万人坑。土内常有人的碎骨露出。传说
这里是燕王破城时埋人的地方。

燕王，是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原驻守大都
（北京）。朱元璋死后，其皇太孙朱允炆即位称
惠帝。近臣齐泰、黄子澄献策“削藩”，以巩固
皇权。燕王朱棣本来就对朱允炆继承皇位不
满，削藩更使他震怒，便说齐泰、黄子澄是奸
臣，须加诛讨。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
发动靖难之役，燕军受到当地驻军和民众的
顽强抵抗。所以燕军每过一地，都大量屠杀俘
虏和当地民众。

建文二年（1400 年），徐凯驻守沧州（今

旧州）。沧州城墙是土城墙，当时有的地方已
坍毁。徐凯带领士兵和民众加紧修补。燕王认
为这正是攻取沧州的好时机。便佯装征伐辽
东，而暗令大将张玉率军在天津直沽南下，奔
袭沧州。

燕军一路偃旗息鼓，封锁消息，不走大
道，避开青县、长芦等重镇，从东边绕路过砖
垛、灶坡（今沧县皂坡村），天近拂晓到达沧州。

徐凯原得到的消息是燕军征伐辽东，所
以放松了警惕。燕军突然兵临城下，徐凯仓促
应战抵抗，民众也帮士兵守城，战争打的非常
激烈。燕将张玉带兵从城东北角肉搏登城，一
举攻下沧州，杀死徐凯。当时，燕军屠杀沧州

守军一万多人。有史料记载，三千投降军卒都
被燕军活埋在“万人坑”。沧州军民被杀约六
万余人，古城遭彻底毁灭。

2003年，旧州东关村在东城内距城墙基
10余米处，出土三个陶制礌石堆，共 1000多
枚礌石。礌石是用来预防攻城的武器，从码放
整齐的礌石堆可以看出，当时战发突然，连礌
石都没来得及运到城上去，城就被攻破了。

燕军屠城惨不忍睹，一座兴旺的古城变
成了废墟。明代文人顾炎武路经沧州时留诗

《旧沧州》，记录下所见所闻，“落日空城内，停
骖问路歧；曾经看百战，唯有一狻猊（狻猊是
狮子的别名）”。

古城的毁灭

地名里的沧州

黄骅市南排河镇的歧口村盛产鱼虾等
海产品，号称中国北方第一渔村。在汉代，这
里因地处章武县域，称章口。“歧”字本义为
岔路，清康熙二十年，因多条河流在此汇集
入海，歧口正式被定为村名。

这里也曾经是古黄河重要入海口。禹贡
河作为古黄河主要河道之一，从河南浚县北
流，经内黄、曲周、巨鹿至武邑县北、东北流经
青县，又东北流，在歧口村北的北大港入海。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逐渐向南迁徙，历史记载
周定王五年时，黄河大改道，黄河主流入海口
在章武（黄骅）境内，而禹贡河改道在歧口入

海。直到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主流才移至山
东利津入海。

隋唐时期的永济渠支流浮水河，金代
时的石碑河，明代的兴济减河、捷地减河，
均由歧口入海。新中国成立以后，开挖沧浪
渠、北排河、廖家洼排水干渠，仍由歧口入
海。后来，为了减轻歧口入海河流的负担，
仅余沧浪渠、北排河在歧口村西北汇集入
海。

因地理位置重要，歧口也为兵家必争之
地。过去有“一京、二卫、三歧口”之赞誉。

清康熙二十年，政府设置歧口镇，辖马

棚口、上古林、泥沽一线。清道光二十一年，
这里增加军事储备，并设守备、把总各一人。
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歧口设兵营四座，
配备两门重炮，以防八国联军在此登陆。沿
海要地、重兵把守，歧口可谓清政府的海防
前沿重地。

这里的人们傍海而居，靠海而生，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渔业文化。尽管经过河沙淤
堵，良港不再，但这里的渔业仍然发达。渤
海湾周边很多城市餐桌上的皮皮虾、大螃
蟹，多是来自歧口渔港一带。

马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