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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黄色的车厢里，一路向前，车停在了东
郭庄站。
出了地铁口，是西郭庄社区，隔壁便是东郭
庄社区。东郭庄，是城阳的社区，曾经是一个移民
村。据赵氏祖谱载：明永乐二年，赵氏高祖赵仪自
青州府窑沟疃来胶州小麻湾，后来移居到不其城
北古庙宇旁建村，定村名古庙头。清康熙年间，赵
氏八世孙横祖率五子由古庙头东迁至一郭楼附
近立村，名郭庄。后分为两村，以东西命名。
地铁的建设，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便捷，因此开发也
在进行中。相信不久，一座座高楼大厦将拔地而起。
在城阳，地铁途经东郭庄、沟岔、农业大学、正
阳中路、小寨子、凤岗路、流亭和仙家寨。
从正阳中路下车，骑行站外的自行车，沿路西行
500多米，在黑龙江北路交叉口旁，就是城子遗址。如
今，这是一隅的小公园，绿地之上，青松挺立，起伏的
地势，向来人展示遗址的脉络。
城阳区首批党史地方史志专家组成员邵为民先
生说，此处原为古不其城的东北角，地势较高，俗称
“东城顶”。遗址北临墨水河，西与胶州湾相望，东西
长约250米，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有近50000平方米。
除龙山文化遗址外，还有商、周、汉代文化遗址。
那是1963年春天，一支科考队在一片菜地考察
时，意外采集到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珍贵文物：石器、
骨器、陶器、蚌器等。出土的石器锋利磨光，制作精
细。陶器胎质坚硬，造型优美，以灰陶、黑陶为主，红
陶次之。经专家确认：该遗址为龙山文化遗址，距今
有4000多年的历史。这一发现令世人震惊，1977年被
列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是城阳域内首个被列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址。
“城阳域内龙山文化遗址共有4处，分别是李家
宅子头龙山文化遗址、城子龙山文化遗址、半仟子龙
山文化遗址和冷家沙沟龙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

白沙河沿岸。出土的文物主要有石器、陶器、骨器、蚌
器等。其中，1952年3月发现的李家宅子头龙山文化遗
址是在青岛市郊区首次发现的原始社会晚期遗址”，
城阳区党史研究中心编研科曾范军科长说。
城子一带，临近胶州湾，北有墨水河，南有白
沙河从此入海。这块冲积平原上水草丰美，气候
宜人，自古就是先民的理想居住地。又因渔盐之
利、交通之便，商贾往来，经济发达，在春秋时
期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人口聚居中心。城阳古
称“不其”（fuji）。这个名字透露出一种神秘的色彩，
为什么以此为名呢？起源的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起
源于两个部落，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在《炎黄氏族文
化考》一文中称，原始社会末期，在不其山周围生活
着“不（fu）族”和“其（ji）族”两个部落，山则以二族得
名（不其山即今铁骑山）；另一种说法是它起源于一
个古老的方国。在远古时期，山东半岛为莱夷的属
地。莱夷之中，又有“其”族一支。到了商周之际，“其”
发展为山东半岛周围的一个古老方国，它的国名叫
作“其”。谭其骧教授1962年在上海史学年会报告中
说：古代我国东北海滨沿海一带居住着发音“不
其”、“不夜”、“不而”的民族，故其地以此得名。
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古城阳地域的“不族”和

“其族”作为东夷族的一支，是以飞鸟作为图腾崇拜
的。从古代文字中“不”和“其”字的写法来看，这两个
字本身就极像飞鸟的形状。“时至今日，在城阳区有
些乡村仍残留着鸟图腾崇拜的遗风。例如：媳妇生孩
子后，女婿要到岳父母家报喜。报喜时需带上一公一
母两只鸡，如果生了男孩儿，就在公鸡翅膀上系一条
红布条；若生的是女孩儿，就在母鸡的翅膀上系一条
红布条。女婿无需言明，岳父母一看红布条就知道生
的孩子是男是女了。因为鸡为驯养的鸟类演化而来，
与鸟同属禽类，以鸡代鸟这种沿袭下来的习俗也就
合乎情理了”，曾范军科长说。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游到不其城的南
边时，发现这里景色秀丽如画，秦始皇赞不绝
口，便问随行的不其县令“这里叫什么名字？”
不其县令回答：“回皇上，此地还没有地名，它
地处不其城的南城顶，请皇上赐名。”秦始皇略
一沉吟说道：“南城顶，城之南，南为阳，城之南
即城之阳，可叫城阳。”
这是城阳名称由来的传说，当然，这一传说一
直存在着争议。“传说里糅杂着很多老百姓的臆
想，因为秦始皇巡游琅琊派徐福东渡求仙的故
事路人皆知，所以臆想出秦始皇来过不其城也
就不足为奇。秦始皇是否来过不其也是于史无
据的，其实‘城阳’这个地名到了明代才出现，并
延续至今”，邵为民先生说。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齐国的即墨邑。在秦以
前这里是没有“县”这级行政建制的，我们所说的
不其城是指不其县的县城。这座县城被现代学者
称为秦汉名城，在《城阳区志》上说是始于秦朝，而
《即墨县志》却说是建于汉初。那么，它到底是建于
秦朝还是建于汉代呢？邵为民先生说，对此，历史
学家们是有争议的。一种说法是不其城始建于秦
代。他们认为：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
主张，实行郡县制，将天下分为36个郡，郡下设县。
在胶州湾西岸设琅琊郡，并于公元前221年置不其
县，始建不其城，不其县隶属于琅琊郡。历史学家

们还以国史《汉书·地理志》为佐证，说《汉书·地理
志》中有“不其县，秦建，属琅琊郡”的记载。
另一说法是西汉，这个说法是有史料支持
的。《汉书·地理志》载：“不其，有太一、仙人祠
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太平寰宇记》载：“不
其城，汉置，古城约周十余里。”明万历七年
（1579年）刊《莱州府志》及清同治十二年
（1873年）刊《即墨县志》均载：“不其城，县（即
墨）西南二十七里，故址犹存。汉置县。”
为何有两个时间，邵为民说，秦朝在历史上存
续的时间真的是太短了，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
到公元前206年灭亡，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的15年，
“也有可能，不其城真的建于秦朝，只不过秦的国祚
太短了，还没来得及记于史籍就灭亡了。汉朝于公
元前202年立国，自此中国进入了又一个历史时期。
汉初立国，古即墨（在今平度古岘大朱毛村）的主体
部分设为胶东国，而其东南部滨海的不其与皋
虞两地单独设县，属琅琊郡。自此始，苍茫的不
其地进入了有独立建置的历史轨道”。
自此，选址于今城阳街道的城阳、城子与寺西3
个村落的围合地带的高规格城市——— 不其城真正
诞生于古老的土地之上。此后的近800年中，历经西
汉、东汉、魏晋南北朝、废于隋朝开皇十六年（596
年并于即墨），不其城是作为胶东半岛的一个
历史中心而存在的，进入了新的历史序列。

地铁1号线穿过城阳，乘地铁访城子遗址

探秘不其往事
追寻名人传说

菜地惊现古遗址 部落古国与图腾不不其其由由来来

秦皇赐名为城阳？ 不其建城秦汉时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地铁1号线全线开通在即，每一次停顿，或是乘客的归途，或是乘坐的起点。
在上下之间，行人匆匆，可能未曾注意过车站背后的故事。于是，半岛全媒体记者登上地

铁，与时光并行，探索每一站所在地的历史由来、名人典故，让乘车之行成为文化之旅。
本期，我们来到城阳，从地铁1号线的东郭庄开启，讲述村庄移民来历，以及正阳中路附
近的城子遗址旧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一座繁华的不其（fuji）城，于是，半岛全媒体
记者采访了城阳历史研究专家们，请他们还原城阳和城子遗址以及不其城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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