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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流风遗韵话古城
□ 孙元礼

在淄河上游的大峡谷中，
西有99个峰顶的岳阳山，东有
数峰并立的马鞍山、孟良台、三
台山。群山夹持中，淄河三面
环抱一座古城缓缓流过。这
座古城就是太河镇的城子村
（原属淄河镇）。

漫步城子村街巷，古城大
部分已被改建的红瓦房所代
替。这些新房的墙基还能寻到
莱芜故城的蛛丝马迹。有的根
基，用方方正正的青石干砌而
成。石面上雕刻装饰的图案，
虽有些模糊，尚能分辨。这些
图案不知隐藏了多少惊心动魄
的往事。偶尔还能见到屋面上
的小青瓦，线条清晰，日晒雨
淋，有的变成了黑漆的颜色，积
淀着悠久岁月印染的光亮。在
小巷的许多地方，都能挖掘到
历史沉淀的痕迹，随着那点滴
的遗迹，翻开一页一页的陈迹，
你像是在久远的年代里游走，
沉浸到莱芜故城的画卷里。

公元前221年前的先秦时
期，山东有一个诸侯大国，它先
于齐而建，西起临朐，东至胶东
半岛，南至诸城、胶州，北至渤
海，这就是莱国，也称莱子国。
莱国的臣民认为，淄河一带是
他们的祖居地，曾数次与齐国
交锋，争夺淄河流域的地盘。
《史记·齐世家》记载：“莱侯来
伐，与之争营丘。”齐国强盛以
后，穷兵黩武，逼莱子国东迁。
公元前567年，齐灵公攻破莱国
的迁都黄县。一部分莱子国的
臣民追祖，西逃至淄河上游，在
城子村故址，开始定居下来。
后来，又迁移到现在的莱芜居
住。当时，齐鲁边界还有一个
小国，称为牟国。莱民与牟国
臣民杂居生存，于是，莱民的新
迁居地始称“莱牟”。因这里鸡
犬不闻，杂草丛生，一片荒野，
后来名称演变为“莱芜”。《水经
注》记载：“齐灵公灭莱，莱民播
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
此谷，即城子村所在的淄河上
游大峡谷。《淄博市志·文物名
胜》也明确记叙：“莱芜故城，位
于淄博市淄川区淄河镇城子村
周围。”城子村在西汉时建制莱
芜县，北魏时撤县，后名为古城
庄，清初改称城子村。其建村
已有2500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莱芜故城，
是齐国出入鲁、楚、吴、越必经

之地。它距离齐国都城临淄不
足50公里。三面环水，一面临
山，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齐国
曾大兴土木，修建这个边陲重
镇。用夯土构筑城墙，周长约
1558米，高约7米，宽约3米，高
大而坚固。东西南北各建有两
层样式的城门，上层是楼阁式
建筑，可屯兵，可登高望远，瞭
探敌情。下层是门洞，东西南
北走向的唯一通道，卫兵把守。
城门前一对石狮雄踞两旁，彪
悍且飞扬出强烈的震慑力。城
门壮观而又雄伟。在莱芜故城
西北处，还建了一处规模宏大
的三层城堡，墙基全用规整的
巨石砌成。村中的老人记忆，
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遗址来
看，为三进门式的建筑格局，恢
弘大气，为齐国总兵府。齐国
曾派重兵于此。大概那个时期
是莱芜故城最辉煌的时期。只
可惜，故城的建筑，包括城墙、
城门、总兵府等，在上世纪50年
代中后期，华屋秋墟，现尚有残
迹可寻。

1997年，淄博市政府立碑
“莱芜古城遗址”予以保护。

莱芜故城，不仅是兵家必
争的战略要地，深厚的历史文
化更使这座古城钟灵毓秀。

城子村东西山梁上现存有
齐长城遗址。特别是东边山梁
上的一段，依山脊而建，现存遗
址，长约20多米，宽约1.5米，高
处约1至2米。向西断断续续，
经三泰山、马鞍山，到幸福嵧南
端梦泉、涌泉一带，一直蜿蜒到
临朐县的太平山，继续向东延
伸。齐长城距今已有近2600
年的历史，始建于春秋时期，比
秦长城早400年至500年。《史
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记
载：“乘山岭之上筑齐长城，东
至海，西至济洲，千余里以备
楚。”它西起平阴县，经淄博、临
朐、五莲至青岛市黄岛区，长约
1200里。齐长城遗迹主要建
筑在泰沂山脉的峰峰岭岭上
面，洼地缓坡立石墙，遇陡峰悬
崖，则与之相连，在齐鲁边界形
成一道铜墙铁壁。《管子·轻重》
说：“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
阴，齐也。”当年，齐长城是一项
浩大的工程，凝聚了古代劳动
人民聪颖的智慧。它雄伟险
要，令人惊心动魄。曾经硝烟
弥漫、血光笼罩的城墙，现在，
只有残石片段凝固着那段历

史。1952年，有关专家就开始
对齐长城实地查看。在后来的
考察中，专家认为齐长城淄博
一带，尤其是博山，淄川西河
镇、太河镇的几段齐长城遗址
比较完整醒目，于是，以淄博段
的齐长城遗迹考察为基本材料
整理汇总上报。2001年，齐长
城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04年，被联合国
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

2001年，为了保护城子村
周边的齐长城遗址，淄博市政
府立碑，上书“齐长城遗址—城
子段”。

莱芜故城——— 城子村还是
大汶口文化遗址之一。1964
年全国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城
子村出土了一批有价值的文
物，如红陶罐、白陶单耳杯、彩
绘的红陶壶等。经鉴定，这些
文物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
器品。

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
在大汶河两岸，在河南、江苏、
辽宁均有分布。大汶口文化的
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它将黄河
下游史前文化的历史，向前推
进了2000多年，也为中华文明
发展史提供了实物证据。

而淄河岸边城子村的大汶
口文化遗址，和相距不到3公里
的大口头村的大汶口文化遗址，
所出土的一些文物，经专家鉴
定，证明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
时代，这里就是“东夷文化”的
中心地区之一。这一发现，把
淄博工业生产及淄川的陶器制
作的历史，上推到6000年以前。

莱芜故城宏大的楼台亭
阁、繁荣兴旺的景象、画山秀水
的优美环境，吸引了众多文人
雅士慕名涉足。1689年，清代
著名诗人赵执信，正值28岁的
青春年华，因《长生殿》剧祸案，
被革职，结束了在北京的仕宦
生涯，开始浪迹江湖。60岁以
后回到博山故里，寄情于田园
野趣。在一年的秋天，从博山
到东南山区，沿着淄河游山玩
水，一日来到莱芜故城——— 城
子村。村西边的山坡上，红叶
正值盛装，妖柔似火烧，又像扯
下了一片晚霞覆盖在丛林上
面。赵执信被眼前的景色所吸
引，于是买地10余亩，建了一处
宅院，名曰“红叶山楼”。宅院
建得十分豪华，“交疏结绮窗，

阿阁三重阶”。布局为三个庭
院和后花园。现在只有建筑根
基残存，楼房等早已毁坏。

赵执信把“红叶山楼”作为
避暑福宅，每年夏天，都会来这
里居住，结朋逍遥，潇洒山林，
听淄水悠扬琴音，枕松涛而眠，
无不快哉。快活的心境淡化了
他仕途的坎坷不幸，饱满的诗
情，洋溢于笔尖，他在这里留下
了许多名篇。他的居室，打开
窗子，可远望马鞍山。于是写
了一首《寄讯稼民弟登马鞍
山》:“十里马鞍山，依依户牖
间……”还有一首《七弟德琏邀
至郭庄，朝往暮返，乱淄水行，
是日微阴，时复细雨》，开头两
句：“依山欲十里，经流凡几
渡。”“依山”即从红叶山楼启
程，依山而行，经过淄河去郭
庄。据记载，他的诗集《红叶山
楼集》，共存70余首，其中大部
分是在红叶山楼落笔为念，绽
放心灵的瞬间。

红叶山楼对面，在城子村
东南的淄河边上，传说是孟姜
女哭长城投江殉夫的地方。孟
姜女的传说最早见于《左转·襄
公二十三年》，为杞梁妻的故
事。是说公元前549年，齐庄公
任杞梁为先锋，偷袭莒国。杞
梁与莒国国君在且于门激战，
战死在城门下。杞妻得知噩
耗，悲痛欲绝，迎柩于城外，一
连哭夫十日，连城墙都被感化，
轰然倒塌。杞梁妻投淄水殉节
蹈义。

孟姜女的故事，同“牛郎织
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
台”，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
爱情传奇，在民间广泛流传。
孟姜女哭长城经过长时间的演
绎，出现了众多版本，时间、地
点、内容各有不同，带有浓厚的
地方色彩。它不是一般的爱情
故事所能承载，它展示的是浓
烈的悲壮，憎恨的是惨烈的战
争，希冀的是安定与和平。孟
姜女哭长城已经与人民群众的
信念融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少
有的文化现象。哪里有长城，
哪里就有孟姜女的故事流传。
许多地方都建祠修庙，为孟姜
女树碑立传。一方面是对孟姜
女的感佩，体现了儒家所宣扬
的道德观念；一方面是为地方
增添历史文化的韵味。

真正能印证孟姜女哭长城
的遗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

一必有长城；其二长城旁边必
有淄水。城子村东边山梁上有
齐长城，长城南边山脚下是淄
河，倒是符合这两个条件。杞
梁战死在莒国。莒国在山东的
东南部，其都城在莒县附近。
杞梁死后，运尸回临淄，途经齐
鲁边境莱芜故城，齐国官员和
杞梁妻到齐国边境迎棺，于情、
于理、于史，都有可能。只是史
籍找不到记载，同其他地方的
孟姜女哭长城一样，只是民间
传说而已。

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
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其中淄博捷足先登，孟姜
女哭长城传说赫然在目。

城子村几经变迁，现在归
属太河镇。在上世纪90年代
前，城子村一直是原口头乡人
口最多、面积最大的自然村。
上世纪70年代，每年的9月，村
民在淄河浅水处砌窖养蒜黄，
20天左右，即可长成约25厘米
高。其茎雪白，其叶金黄，鲜
嫩欲滴。一天即产30至40吨，
一个冬春季，盛产期可达6000
多吨。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蒜
黄生产基地，蒜黄远销北京、
上海、天津等城市。城子村民
走上了富裕之路，成了周边地
区一面勤劳致富、丰衣足食的
旗帜。蒜黄成了城子村一张
亮丽的名片。近几年，城子村
又种植了700多亩猕猴桃，山
明水秀的环境，肥沃富硒的土
壤，清清亮亮的淄河水，爽口
生津、酸酸甜甜的味道——— 人
们称赞这里的猕猴桃是猕猴
桃中的“贵族”。

走出城子村街巷，时空的
穿越，被大树投下的荫影所笼
罩。几只小鸟啁啾鸣叫，似乎
在呼唤逝去的日月。纳凉的老
人，悠闲自在地和古城一块
变老。

放眼望去，明媚的阳光为
大山画出威武的轮廓，夏日的
田野显得格外充实而又青翠逼
人。城子村及周边的村庄退耕
还林，山野近几年渐渐恢复了
自然生态，青山绿水，呈现迷人
的旖旎风光。串街走巷，可以
和先哲们对话；登山，可随着步
步高升而升华心境，甚至可以
凤凰涅槃；临水，可乐享淄河肌
肤之亲，胜却人间无数。古城
从历史深处折射出来的魅力，
依然俘获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