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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旗下网站滨州
网子站“滨州历史”已正式上
线。上线以来，网站以内容的
原创性、聚焦本地历史的贴近
性、栏目设置的多样性，受到
广大网友读者的关注与喜爱。

为进一步丰富网站内容，
活跃网友精神文化生活，实现
报纸、网站、网友等多方互动，
打造滨州市民高品质网上精
神家园，特向广大网友读者征
稿。

“滨州历史”网站与滨州
日报“人文滨州”版已经实现
融合，稿件一经选用优先在滨
州历史网站刊发，并择优在滨
州日报人文滨州版刊发。

一、征稿内容：
与许多历史类网站注重

宏大历史叙事相比，我们更强
调“我的”，“我的家族”“我的
自传”“我的感悟”……根植滨

州大地，将目光聚焦于本地历
史。

目前，“滨州历史”开设有
“名人乡贤”“史海钩沉”“亲历·
见证”“家族往事”“百姓自传”

“学史心得”“历史影音”“文史
动态”，以及特色栏目“老屋存
照”“长河流痕”“古树碑刻”等
栏目，欢迎广大网友读者惠赐
大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尤
其欢迎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
反映不同时期滨州人喜怒哀乐、
家国情怀的百姓自传、家族往
事、家书等类文稿（图片、音视
频）。

二、投稿方式：
来稿请发送至邮箱：bz-

rbwgl@163.com，务请注明投
稿“滨州历史”。

联 系 方 式 ：0543—
3186761 15954315191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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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踞东方的齐国，是周王朝开国
功臣姜尚姜太公的封国。它的都城
临淄以经济繁荣、文教发达而著称于
世。但定都临淄，是距周初始封 200
多年之后、齐献公时候的事了。齐献
公是齐国的第七代国君，距离齐国建
国已有200多年。这200多年的齐国
史扑朔迷离。始封地与早期都城在
哪儿，文化面貌和礼乐制度如何，都
是雾里看花，史书上记载的也都语焉
不详。

近几年，许多学者和山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都围绕寻找齐国早期都
城的课题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考
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再结合史书文献
上的蛛丝马迹，很多史学家和考古学
家认为，齐国早期都城营丘和薄姑故
城很可能位于今小清河下游的滨州
一带，滨州很有可能就是齐国最早建
国立都的地方。

文献记载表明，齐国早
期都城与薄姑有着千丝万
缕联系

对于齐国早期都城的寻找，这些
年一直没有间断过，其说法也有多
种，如高青陈庄说、博兴说、临淄说
等，但都没有明确的考古发现和证
明。根据《史记》等文献记载，齐国前
七世从战争到稳定建国的200多年间
曾二徙其都，先是立国营丘，后又迁
都薄姑城，二者皆在薄姑境内。到了
齐献公时，齐国内乱，其都城才开始
由西北的古济水下游的薄姑一带迁
往东南的淄河西岸的临淄。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
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
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徒都薄姑，
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
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
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
尽逐胡公子，因徒薄姑都，治临菑。 ”

《史记·齐太公世家》亦记载：“胡
公徙都蒲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大约
公元前9世纪初，姜太公吕尚五传至
齐哀公，齐哀公得罪了纪侯，纪侯便
向周夷王进谗告状。周夷王三年（前
883），夷王听信馋言，将齐哀公在鼎
中处以烹刑，并立哀公异母弟姜静为
胡公，是齐国第六代国君。

齐胡公（？—前860），名姜静，谥
胡，姜太公五世孙，但他不为齐人所
拥护，所以胡公只好将都城由营丘迁
往薄姑城，薄姑故城由此成为齐国国
都达24年。周厉王十九年（前860），
齐哀公的同母少弟姜山“怨胡公，乃
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将其
杀死在博兴南部的贝水。随后，姜山
自立为齐献公。献公即位的第一年，
便将胡公的儿子全部放逐，都城则迁
至临淄。齐国以临淄为都城便由此
开始。

《毛诗·烝民》则记载：“王命仲山
甫，城彼东方……四牡骙骙，八鸾喈
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东方，
齐也。古者诸侯之居逼隘，则王者迁
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而迁於临菑
也。 ”虽然未提到营丘，但明确提到
齐早期都城也是由薄姑迁往临淄。
时间是在西周晚期周宣王时，迁都原
因是齐国都城薄姑城位置狭隘、偏
僻，而迁往地势条件更好的临淄。

《史记·货殖列传》也提到：“故太

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
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
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汉书·地理
志》亦说：“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
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
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 ”《盐铁论·
轻重》也描述：“昔太公封于营丘，辟
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
之道，极女工之巧。”这几条也说明齐
国早期都城所在地理位置相对较为
狭隘，这与《毛诗》的记载是相吻合
的。

以上文献记载，都说明齐国早期
都城与薄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
由薄姑迁往临淄的原因一是齐国内
乱，二是因为薄姑地理位置近海狭
隘，地碱人少。但不论哪条原因，要
想找到齐国早期都城所在，似乎都要
先弄明白薄姑的地望。

寨卞或贤城遗址，或是
齐胡公所迁的薄姑城

薄姑国在哪，薄姑国故城又在
哪，这对寻找齐国早期都城就显得格
外重要了。《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
齐地沿革时说：“昔鷞鸠氏始居此地，
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
之，而后太公因之。”蒲姑即薄姑，这
与《史记》和《毛诗》之中的记载是能
吻合起来的，这也为寻找薄姑国提供
了重要的线索。

薄姑本是商在东方的与国，周初
武庚叛乱后，薄姑与徐、奄等东方国
家起兵响应。周公平定武庚、管、蔡
之后又继续东征，薄姑等国被相继平
定，而作为反叛主力的薄姑则落了个
灭国、毁社、迁君、徙民的下场。

李白凤在《东夷杂考·蒲姑熊盈
考》中这样描述薄姑：“我国古代典籍

中消灭得几乎无踪无影的这一个部
落氏族，有着比其他各氏族消灭得更
彻底的感觉；它是最为古老的古代氏
族之一，又是文化相当发达的氏族之
一。”西周王朝“首先灭蒲姑于博兴一
带”，“蒲姑族的痕迹几乎就要被周人
从历史中完全抹掉。”这造成了史书
记载薄姑的内容非常之少，又进而造
成了现在寻找薄姑城的困难。

幸运的是，1927 年，陕西宝鸡出
土了一尊青铜鼎——《丰白鼎》，鼎上
面有35个铭文，其中有“隹（唯）周公
于征伐东尸（夷）、丰白（伯）、尃古（薄
姑），咸□（灾）。”即记载了薄姑国灭
亡的史实。陈梦家先生将此鼎称为

“周公征东方鼎”。
关于薄姑国都具体在今何处，一

直没有定论。但大部分史籍如《水经
注》《路史》《括地志》《地理志》《山东
通志》都认为是在博兴一带，甚至认
为就是现在的博兴寨卞遗址。也有
人认为薄姑故城当为博兴北部的贤
城遗址。很多学者认为，周王灭掉位
于现在山东南部的奄后，将其国君迁
到了今天山东北部的博兴贤城，从而
认为现在的博兴贤城就是薄姑城所
在地。

通过以上的众多文献可以知道，
薄姑故城位于今博兴寨卞遗址或贤
城遗址的可能性较大。近年来的考
古调查和勘探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这一观点。寨卞遗址位于博兴县寨
郝镇寨卞村北1公里处，南临小清河，
北濒溢洪堤。遗址于 1976 年发现，
1982 年、1987 年曾对遗址进行了调
查、钻探。2002 年 10～12 月，为寻找
齐国早期都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与博兴县博物馆再次对该遗址
进行了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此次
工作首先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勘

探，在发现城墙后进行了勘探、试
掘。

经勘探发现，该遗址有夯筑和堆
筑的城墙墙体，城址大体呈方形，东
西长约380米，南北约350米，南、北墙
中部各有一缺口，下部发现有路土，
可能为城门所在，西墙没有发现城门
痕迹。城墙分早晚两大期，晚期城墙
叠压春秋时期的灰坑和墓葬，年代属
于战国时期。早期墙体只在东墙北
部和北墙东部，被春秋早期的墓葬和
遗迹打破和叠压，其下又叠压商代文
化层，墙体内的包含物也属于晚商时
期。早期墙体的相对年代上限不早
于商代晚期，下限不晚于春秋早期。
另在城址西北部发现一面积约10 余
万平方米的商周时期遗址。2008 年
10月－12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东线调
水工程，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
掘，证明该遗址在商周时期已经存
在。现在，寨卞遗址南部尚存一土
丘，民间传为“旧城子”。1970年村民
修挖溢洪河时，曾发现过墓葬，出土
了殷墟三期的青铜鼎、爵和一批青铜
镞，显示该聚落的等级较高，应是该
区域的中心聚落之一。

贤城遗址位于博兴县城东街道
贤城村西，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文
化堆积厚约1.5－2米。1987年、2002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
了调查勘探，探得东西、南北城墙各
长约1000米，城墙基厚20米左右。

寨卞或者贤城到底是不是，或者
哪一个是齐胡公所迁的薄姑城，现在
还难以确定，需要以后进一步开展工
作。两个遗址不仅规模大，级别高，
而且正好处于古济水（今小清河）下
游一带，古济水下游又很可能就是齐
国最早建国的地方，寨卞和贤城的意
义就更显得不一般了。

齐国很可能在滨州最早建国立都
张卡

近代以来，西方科技文化传入
中国，华夏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西医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走进中国的，而且在一个多世纪的
发展中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医学科
学，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

从西医学传入中国的那一天
起，人们对中国传统医学与西医学
的比较、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到
今天。

本文主要介绍西医传入黄河三
角洲地区的早期史实资料，并希望
通过这些历史片段折射出西医初入
中国时的实际情境。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西医学传入
与传教士李提摩太有密切关系。李
提摩太1845年出生于英国的南威尔
士，当时的英国正在走向“日不落”
帝国。

李提摩太出生在一个铁匠家
庭，20岁时开始学习神学，成为一名
传教士，属于大英浸信会，之后自愿
来中国传教。他于1869年他离开英
国，在1870年抵达上海，随后去山东
烟台、青州等地传教，并同时学习佛
教、儒家和伊斯兰教著作。

李提摩太在山东的传教活动很
活跃，陆续在山东济南、青州、潍坊
等地建立了许多教堂，今天青州市
内仍保存有当年李提摩太在此处建
立的教堂。

在华45年时间里，在传播上帝
“福音”的同时，李提摩太救济灾民，
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
吹变法，调停外交，时而幕后，时而
台前，不辞辛劳，在不同政治势力之
间纵横捭阖，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
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历史资料表明，李提摩太对 19
世纪末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及社会
变动有很大的影响力。1902 年，山
西发生教案，慈禧太后请他协助处
理。事件解决后，慈禧同意请他开
办山西大学堂（太原理工大学、山西
大学等大学的前身）。后来的著名
中医学家施今墨先生就是在这所学
校学习了法学，之后跟随黄兴参加
辛亥革命，后来从事中医工作，成为
建国后赫赫有名的“京城四大名医”
之一。由这一位学生的传奇经历就
可以反映出这个学校当时教学的开
放与对社会影响的深刻。

可是大家可否想到，黄三角地区
第一所西医诊所就是这位传奇的传
教士在山东活动时期所创建的，这也
是黄三角地区西医传入的肇端。

清光绪元年（1875 年），李提摩
太来到山东烟台传教，并借助英国
驻烟台领事馆的势力，与当地官府
联合，由青州向西逐渐扩张传教范
围。到了清光绪十二年（1886 年），
李提摩太同仲均安（P.D.Berqen）、蔚
兰光（Wills）等英籍传教士来到邹平，
并在邹平县城租房以传教。三年后，
李提摩太与仲均安在邹平县城内办
起了西医诊所一处，由传教士商德成
（Smyty）主理药房，华人西医王知礼、
安明珠协助诊务。这个诊所一边传
教，一边诊病，借医传教。

借助教会与传教士是西医学传
入中国的主要途径。单纯的传教往
往会激起民众的抵触情绪，当时也
确实多见传教士与普通民众发生矛
盾的事件，可是医学是民众必需的，
只要有疗效，什么样的方法民众也
愿意去试一下。

所以，当时的传教士往往借助
医学以传教，通过医学潜移默化地

影响民众的思想意识。这样的文化
侵略比飞机大炮“更文明”，影响也
最是深刻。

话接上文，李提摩太创办诊所
后不久就去了京津等地，商德成也
被调往周村，这个诊所由传教士巴
德顺（Paterson）接管。

此时，传教士在邹平县城东城
门外强行占据了大批土地，赶走居
民筹建医院。1900 年，义和团运动
在山东北部兴起，邹平人民纷纷响
应，组织团练，“除教灭洋”。这些英
国传教士恐惶万状，藏匿于青州、邹
平两个据点不敢出动。

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暗令护送
洋人出境。邹平县令桂麟（旗人）密
护驻邹平传教士由小清河乘船经羊
角沟逃往烟台。教堂和尚未建成的
医院被群众捣毁。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八国
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屈膝议和。
英传教士郝复兰（Frank Heymon）乘
机又窜至邹平，勒索赔款，复修教堂
和医院。次年，医院竣工开诊，定名
为“施医院”。巴德顺复任院长，华
人王会泽、朱少康任医生；设病床10
余张，并有传道员韩俊士对病人传
播“福音”。这所医院应是黄三角地
区最早的一所西医医院。

民国 4 年（1915 年），英国传教
士为占据胶济铁路沿线要地，遂将
邹平施医院迁往周村，与其教会诊
所合并为“复育医院”。民国 9 年
（1920 年），英人武成宪到邹平拟恢
复施医院未成，旋将原医院房产出
卖后返回周村，用变卖房产之款为
复育医院建造护士楼一幢。至此，
邹平施医院名亡址易。

这就是黄三角地区西医传入的
嚆矢。

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邹平
创设西医诊所

郑书翰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
打灯”。“腊七腊八，冻死叫花”，或者
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春打五九
尾，叫花子跑断腿；春打六九头，吃喝
不用愁”。“头伏萝卜末伏菜”……这
些都是千百年来人们积累的丰富的
生活知识，是农耕文明时代人们遵循
的生产生活规律。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农耕时代
形成的与之相适应的很多社会风俗
渐行渐远。比如，“一鸡二狗三猪四

羊五牛六马”很少有人听说了，也没
有人去关心了。

大体意思是，正月初一是鸡日，
这天如果风和日丽，则预示着这年

“收鸡”，即这年养鸡好。反之，如
果天气不好，则预示着不“收鸡”。
这天，还要“请”一下鸡，主人给点
好吃的，表示感谢，并鼓励在新的
一年里继续为主人产蛋，产更多的
蛋 。 至 于“ 二 狗 三 猪 四 羊 五 牛 六
马”，可以类推，是古代人们占卜的

一种。
“一鸡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马”，

代表着人们对六畜兴旺的美好愿
望。即便是看门狗，这天也要好好对
待，给点饺子、馒头、肉之类的，改善
一下伙食。

再往下说，是“七人八谷九果十
菜”。初七人日，最重要，有许多的禁
忌。这天晚上，不能张灯，忌讳老鼠，
因为这天猫嫁女。

过年听说过“一鸡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马”吗？
侯玉杰

寨卞遗址全景

考古发掘出的寨卞遗址城墙遗存
当地政府在

寨卞遗址立的蒲
姑城遗址碑

李提摩太所著《亲历晚晴四十五年》

李提摩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