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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由城而镇，笔者认为原因只有两
个，一是龙山四周沟壑纵横迂回，河流和沟
壑限制了它向都市发展的范围；另一个更

重要的原因是在其东3公里的地方，东平陵
城(汉称济南国)的迅速崛起，成为这个地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导致了龙山只能

成为从属于城的地位。但作
为历史，“汉城宋镇”却永远是
龙山的骄傲与光荣。

龙山镇是济南通淄博、青州和胶东
诸地的必经之地。镇内的前街后街即是
通衢大路中的一段。古时，镇西设有烽火
台，镇中设有驿站，至今镇中有一条街仍

叫“马号街”，大概就是那时驿站马匹更
替换号的旧址了。由于龙山镇地处的交
通位置和馆驿的设立，东西往来的许多
达官贵人都在此驻足。宋朝大文学家苏
轼曾两次来过龙山。第一次是宋神宗熙
宁九年 (1076 )，苏轼在密州 (今诸城 )任职
期满，改任徐州知州，赴任途中经济南，
好友齐州知州李公择热情接待了他，并
同他策马游览了龙山。兴奋之余，苏轼写
了《答李公择》一诗相送：“济南春好雪初
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
时作阳关断肠声。”霅溪，在浙江杭州，李
公择在此地任职期间，认识了一位红颜
知己，在诗中苏轼跟李公择开玩笑：“使
君”别光看着龙山镇的风景美丽、女子俊
俏，可别忘了还有个霅溪女在日夜等待
盼望着你，否则她会哭鼻子的！

苏轼第二次来龙山是元丰八年(1085)，
这年十月十五日，他刚赴登州(今蓬莱)任
职五天，又接到了进京任礼部员外郎的任
命书，于是，苏轼便于当年十一月初离任赴
京(今开封)，途经莱州、青州，夜宿龙山镇。

当时龙山镇监税宋宝国接待了他。宋宝国
乃尚书、诗人宋祁之子，颇受王安石器重。
宋宝国便把一卷王安石写的《华严经解》与
苏轼看，并请苏轼为之作跋。苏轼在其笔记
中这样记载道：“予过济南龙山镇，监税宋宝
国出王氏《华严经解》相示，曰：‘公之于道，可
谓至矣。’予问宝国：‘《华严》有八十卷，今独
以解其一何也？’宝国曰：‘王氏谓我，此佛语
深妙，其余皆菩萨语耳。’予曰：“予于《藏经》
取佛语数句置菩萨语中，复取菩萨语置佛语
中，子解识其是非乎？’曰：‘不解也。’‘非独子
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闻汧阳猪肉
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
偿，吾不知也，而与客皆大诧，以为非他产所
及。已而事败，客皆大惭……而云佛语深妙，
菩萨不及，岂非梦中语乎！’宝国曰：‘唯，
唯。’”此篇笔记表明了苏轼对佛语与菩
萨语的态度与观点，并讲了“汧阳猪肉
故事”相揶揄。苏轼与王安石在政
见上是对立的，但最终他还是
作了《跋王氏华严经解》，被
后人收编在《苏轼文集》中。

至宋，巨合城之名已不再见于史册，取
而代之的是龙山镇。元人于钦《齐乘》云：

“巨合城自宋为龙山镇。”陈师道《后山丛
谈》云：“……是龙山设镇始于宋矣。”龙山
地域为山前平原，地形成梯次向北倾斜，多
沟壑，无山。那么为什么又以山而命名呢？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里人(乾隆元
年进士)李衮撰《重修龙山镇龙王庙碑》中
写道：“龙山为历下首镇，汉称巨里，宋更
龙山，其命名之义概不可追矣！镇之艮，
有五龙王庙，仅存明献可刘公记碑云：石
桥下边有龙湾，湾上有龙山，山显龙神。

若是乎山缘龙湾而得名，湾最下，镇最
后，因山名镇。”龙山镇东是武原河，水流
深壑，弯曲成湾，湾旁有龙王庙，遗址今
存；自河底望村镇，黄土壁崖，高高耸立，
似丘如山。水壑有龙，高者为山，这大概
就是龙山命名的原因了。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农民
起义遍及四海。王莽自立皇帝。在位16年
之后，在全国爆发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
刘邦五世孙刘秀借机起兵，夺取政权，建
立了东汉。但地方割据势力依然存在，当
时，龙山一带的统治权还掌握在一个叫张
步的手里。张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今
山东即墨 )。在国内大乱之时他在家乡也
聚合了数千人造反，很快攻下了周边的几
个县，自称武威将军。这时梁孝王的八世
孙刘永正在安徽、江苏一带发展势力，见
张步兵强马壮，便封其为辅汉大将军、忠
节侯，督青、徐二州，张贪其爵号，遂被刘
永利用，带领其弟张弘、张兰、张寿从剧国

(今寿光)一带打到了济南，占领了整个山
东东部。建武三年(公元27)光武帝派光禄
大夫伏隆前往山东招安张步，并封其为东
莱太守。刘永听说了这一消息，立即提前
将张步封为齐王。伏隆来到齐国后被张步
杀死，激怒了皇帝刘秀，派了建威大将军
耿弇起兵讨伐张步。耿弇，字伯昭，陕西扶
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县)，英勇善战，足智
多谋，曾为汉光武帝立下了汗马功劳。张
步闻耿来讨，亲封其大将费邑为济南王，
派费邑弟费敢守巨合城，又分兵屯祝阿，
并在长清、界首及泰山西侧数十营以待耿
弇。耿弇在详细了解了张步的防御体系
后，领兵从济阳渡过了济水攻下临济(今

章丘黄河乡临济镇)，然后西进直取祝阿。
占领祝阿后，耿弇遂率部东进巨合城，在
巨野河西岸扎下营盘，派军士砍伐树木，
制造云梯，扬言三日后攻城，并故意放掉
一些俘虏，使其将攻城日告知费邑。费邑
闻后，急率兵来救巨里。耿弇留下部分兵
力继续作佯攻之势，暗率主力埋伏于高
地，在城外歼灭了救援之敌，将费邑首级
用高竿挑起，示众巨合城守敌，守敌军心
大乱，弃城逃亡。耿弇占领巨合城后，挥师
东进，消灭张步，荡清了齐地割据势力。此
战史称“巨合城之战”，被记录在《后汉书·
耿弇传》《资治通鉴·汉记三十三》中，被史
学家、军事家列为战争范例。

龙山村位于章丘市西部，是龙山文化
的发现地和命名地。西河遗址表明，早在
8600年前，境内就有原始部落人群居住。
周文王灭商后，谭人又在城子崖废墟上建
立了谭国。谭国大夫创作了济南地区最早
的诗歌《大东》，被收录在《诗经·小雅》中。
汉之前，地名曾被称为巨里、聚合。至汉，
汉武帝刘彻于元鼎元年(前116)封城阳王
顷之子刘发为巨合侯，从而使这里成了一
个侯国的国都。刘发在此大兴土木建城，
巨合城形成。但这个短命的侯国只存在了
五年便在历史上消失了。原因是每年九
月，所有列侯都要到长安宗庙祭祖，并敬
献黄金。汉武帝亲自到汉庙接受各侯国献
金，结果发现百余个诸侯交来的黄金数量
不够，质量也很差，于是龙颜大怒，废除了
106个诸侯，巨合侯刘发也在被废除之列。
但巨合城作为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仍然存在。

汉城宋镇话龙山
于夫

为了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章丘》特开辟《绣江亭》

专版。《绣江亭》主要包括“我拍我秀”、“章丘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其中，“我拍我秀”主要是为

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的

或感人的场景；“章丘地理”主要是介绍章丘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

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是介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

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投稿邮箱：qlwbjrzq@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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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城而镇的原因

苏轼两次驻驿龙山

龙山镇的命名

军事战例——— 巨合城之战

巨合城

龙山行吟
高广永

格绣江诗篇

四千年来骤雨中，为问山河可相同？

沧海波尽泥沙现，桑田植遍林花红。

沉睡陶鬲应无恙，乍醒紫燕喜春风。

朝晖渲染膏粱地，巨龙腾飞起长空。

城子崖遗址抒怀

龙山湖湿地

风涌水波白鹭惊，蒹葭深处鹧鸪鸣。

青黛柳色绕堤翠，碧玉荷叶连江汀。

麦稻扬花两岸香，渔歌唱晚一舟轻。

闲时偶来树下坐，手无钓竿观云行。

林花又谢孟夏归，沃野平畴和风吹。

西河遗迹聚厚土，后李文明启新扉。

城子崖头听埙语，平陵故垣望鸢飞。

百世名邑添异彩，千年龙山尽朝晖。

四月芳菲试新晴，杨柳和风巧燕轻。

十里桃李无好味，百亩深绿有实成。

千串紫晶珠光闪，万斛玛瑙异彩盈。

玉齿嚼破红唇色，遂叫竹山起樱情。

平畴风来启新颜，花妍枝翠锦绣添。

旧时农耕无处觅？今朝耘耔不复见。

墙上蔬果婷婷立，鸟巢和煦日日暄。

更兼游人接踵至，千年稼穑谱诗篇。

淘沙漉泥素颜成，钻燧改火煅身形。

百炼千烧还坚硬，铁骨钢筋真面容。

地底沉寂多少载？远古流芳有传承。

朴素厚重惊人目，万国羡仰黑陶名。

黑陶

特色观光农业

樱桃园品珍

龙山写意

城子崖遗址 （资料片）

苏轼画像

平陵故垣

汉代名邑何处寻？风过平畴满眼春。

土垣应知兴替事，草木可见旧时人？

曹相驻马成陈迹，莽新停车策铭文。

千古龙乡焕异彩，今朝展翼上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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