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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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里的沧州

相传，封钜是炎帝的后人，也是黄帝的老师，他的居住地在今南皮
县域内，历史上称为“封台”。如今，在南皮县丈二桥的村东仍可以看见
微微隆起的土岗，那就是“封台”遗址。

南皮南皮““封台封台””探秘探秘
■赵树森 杜中洲

封台是封钜曾经居住的地方，也是南
皮县域古老的遗址之一。清康熙朝《南皮县
志》记载：“封台在（南皮城）东五十里，张
（丈）二桥东。古封钜所居。”

虽然因历史久远，“封台”已然湮没，但
其作为历史遗迹收录在了史书之中。清康
熙朝、光绪朝及民国版《南皮县志》都分别
在“古迹”“遗迹”中对此进行了专门记述。

《南皮县志》中记录，“封钜起海水盘洄
处”。一个“起”字尽显古人用字之精妙。

其中的“起”字可以理解为出生、居住、
发迹等。从“居住”这个角度，可以推想出两
种情况：第一种是，封钜的居住地封台离海
很近，或者就在海岸边上，能够观赏潮起潮
落以及盘洄的海水、翱翔的海鸥。南皮大地

属于冲积平原，黄河曾流经南皮 600多年，
滚滚河水裹挟大量泥沙由南皮流入海，因
而，海岸线逐渐由西向东迁移。

据记载，某次涨潮（也可能是海啸），海
水曾漫浸至献县境内。《泊头鸭梨志》一书
在探究泊头鸭梨生长的地质条件时，就介
绍泊镇一带曾是海岸线。随着海岸线的东
移，封台可能曾经就在海边。

第二种情况就是封台在近海的岸边高
处。曾经封钜居住在这里，白天可俯视进进
出出的渔舟，夜晚可仰视斗转星移的苍穹。

封钜居住在海滨，耳濡目染，很可能具
有海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黄帝发迹于黄
土高原，曾在河北涿鹿打败炎帝、击杀蚩
尤，实现了部落融合。黄帝部落距海洋较

远，熟稔农耕知识，但对海洋了解不足。或
许，黄帝可能向封钜求教的还有海洋方面
的知识。

关于封钜居住的“封台”，在清光绪《南
皮县志》中还有诸多佐证。清光绪十四年
（1888年）编修的《南皮县志》里的《舆地志》
一节中记载，“张遴豸墓，在县（城）东南五
十里，‘封台’之阴”“张鑅墓，在族遴豸墓
北”。

张遴豸、张鑅皆出于官宦之家、名门望
族。他们祖孙二人将墓葬选在“封台”的北
面，能够说明两点：一是这里与“封台”相
邻，应为风水宝地；二是他们下葬时“封台”
遗址尚存。否则，应该不会那样明确地记载
在县志之中。

担不是

沧州老俗话

沧州话里是承担过失的意思，指

某人有能力，有资格承担一些不好的

后果。 （知微庐主）

\ 你说我说

飞鸿：担不是和不担不是儿是相对
的。姥姥看孙辈特别加小心，孩子磕到碰
到的不好交代，就说不担不是儿。

知微庐主：是承担错误的意思。担，承
担；不是，不对的事情，也就是过失。

飞鸿：担不是，其实是“能”担不是。
“担不是”是有能力、有资格担当一些不好
的后果。不担不是儿，我们那里还常常跟
着一句“肩膀头窄”。

马金铃：我觉得这里的“不是”，并不
一定是错误，而是由于关系（感情），带来
的心理负担。举个例子，小孩子无论谁带，
也免不了磕磕碰碰。如果是父母带着磕到
了就无所谓，不会有任何误会。如果换成
姥姥，关系隔了一层。万一孩子磕到了，就
担不了这个“不是”。

李双盈：还有一种说法是“担不的”。
奶奶去看孩子就会说，“我来看孙子了，可
得精心着点，出点嘛事，可担不的”。

王维方：还有“担不起”这个词，譬如：
这个事儿我可担不起。就是说这事儿我不
能或者我不应该负责。

王维方：担不是，就是承担了不该承
担的问责。我们说这个人能“担不是”，就
是说此人有担当，不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
主儿。还有个说法，这个事“所有的不是儿
我都担了”，指某人勇于承担责任的样子，
也有被迫的无奈。

想飞：“不担不是”指某人不能承担一
些失误、过错，承担不起。

风轻云淡：我们这里老人会这样说，
“这新过门的媳妇，咱也不知道人家什么
脾气，不能随便开玩笑，怕惹得人家不高
兴，不担不是呀”。

飞鸿：有的时候也用来说身体的状
况，“老人这么大岁数了，不担不是儿了，
感个冒都得注意”。

孙克升：有的时候听邻居这样说，“他
家孩子忒不担不是儿啦，三天两头的病，
有一个孩子感冒，他也得快点跟上”。

曲炳国：“不担不是”和“不担事儿”是
有明显区别的。不担不是，是指人听不得
批评和不同意见；不担事儿，比喻人或者
工具老化，不能承担强度大的工作。

在吴桥县的版图上，桑园镇（旧称柘园
镇）静静地依偎在大运河的西侧，其周边村
庄的命名方式非常独特。

从北往南，沿运河排列着大第九、小第
九、第四等村庄，继续南行则有大第八、小
第八、第六、第五等村落，直至与德州二屯
镇的第三店、二屯村相接，而运河对岸则是
景县的第七村等。这些以数字命名的村庄，
不仅地理位置独特，村名更是明清时期军
屯制度的深刻印记。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将
国防安全视为头等大事。他不仅在边境重
兵布防，还在内地战略要地加强军事建设。
自京师到郡县，皆设立卫、所。卫、所制是明
朝的主要军事制度，是明初朱元璋效仿我
国历史上的屯田经验，即寓兵于农、兵农
合一。朱元璋曾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
一粒米。”

军屯，即军队将土地分配给军士耕
作，以生产军粮。在明朝初期，由于战争

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北方人口锐减，耕地
荒废。军屯制度的实施，不仅保障了军队
的粮草供应，还促进了人口增长和农业
发展。德州卫的屯田取得了显著成就，囤
积了大量军粮，成为军队的重要物资储
备。

明代政府在京杭大运河所经过的九省
河道共设 43卫、16所，用武装保卫漕运畅
通。九省即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
江、江西、湖北、湖南。山东的德州，作为京
杭大运河的重要交通枢纽，地理位置极为
关键，被誉为“神京门户”和“九达天衢”。因
此，明朝政府在此设立了德州卫，常驻军队
数千人，负责驻防、运输漕粮及作为边防军
队的后备力量。

据《德 县 志》中 记 载 ：明 洪 武 九 年
（1376 年），在德州一带设正卫屯所。其中
第四屯、第五屯、第六屯在吴桥县域内，形
成后来的第四屯、第五屯、第六屯等自然
村。建文三年（1401 年），在德州以北设左

所十屯，右所十屯，形成吴桥县域内的大
第九、小第九、大第八、小第八等自然村。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屯制度
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军屯制度逐渐崩
塌，军士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许多屯
田被兼并，军户沦为佃户，与普通农户
无异。

清朝建立后，对明代的军屯制度进行
了裁减和调整。德州卫及其下属的军屯
也经历了多次变革，最终逐渐融入了地
方行政体系。然而，这些军屯的遗迹却以
村名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在吴桥县及其
周边地区，许多带有“屯”“营”“百户”“千
户”等字样的村庄，都是当年军屯制度的
产物。

吴桥县桑园镇及其周边的村庄，如大
第九、小第九、第四、第五等，都是根据当年
军屯的编号命名的。这些村庄不仅见证了
明清两代军屯制度的兴衰变迁，还承载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南皮儒林之首

古老的南皮大地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
繁衍生息，并孕育了传奇名人封钜。中华民
族是炎黄子孙，并且公认炎帝、黄帝为始
祖。封钜既是炎帝之后，又是黄帝的老师，
这样的人物关系使得封钜本身就自带光
环，备受后人尊崇。因此，现在存世的《南皮
县志》，将封钜置于南皮儒林之首。

封钜是炎帝的后人，出自姜姓。封钜一
族的“封”姓是以地（国）名为姓，有两种传
说：一种是封钜辅佐黄帝有功，黄帝将他分
封在丰沮（今重庆丰都）。“丰沮”与“封钜”

同音，于是称为封钜氏。另一种说法是夏商
时，出于对封钜的尊重，将他的后代分封到
封父（今河南封丘），建立了封国。封国王族
以国名为姓，钜由姜姓变为了封姓。

南皮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远古黄
帝师封钜起海水盘洄处，遂名渤海”。简短
的 10多个字，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封钜
的身份是黄帝的老师，渤海因封钜而得
名。

封钜最引人注目的身份就是他是黄帝
的老师。黄帝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帝王，是五

帝之首，被尊为“人文初祖”。那他的老师就
应当是当时的大学问家。

班固编撰的《汉书》列有古今人物表，
表中记载了黄帝三位老师的名字，封钜便
是其中之一。但黄帝具体向封钜学习什么，
史书中没有交待，给人们留下了猜想的空
间。

传说，封钜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善于
驯化野猪，其部落以猪为图腾。封钜在黄帝
时接管乐正、主桑林之祭。因此，黄帝很有
可能向封钜学习畜牧、音律方面的知识。

封钜的居所——封台

吴桥第四屯、第五屯……

带有军屯色彩 曾护漕运畅通
■金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