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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新泰楼德曾是春秋菟裘古城
明代叫“楼底”，后演化成楼德
文/片 本报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张智勇 张纯轶

近日，泰安联通授权全市100

多家社会代理商全面开展3G、2G、
宽带和融合产品的业务受理，同
时，针对社会渠道发展联通业务推
出了大幅的优惠活动，为广大市民
朋友带来了方便和实惠。

社会渠道作为泰安联通业务
运营体系中的一部分，在为市民提
供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

由于联通业务种类繁多，原来代理
商只能代理手机卡、充值交费等比
较单一的业务。为充分发挥社会渠
道服务网点多、覆盖面广的优势，
形成对联通自有营业厅的有效补
充，进一步方便市民使用联通业
务，泰安联通积极创造条件，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最终实现了社会渠
道的全业务受理。

为保障社会渠道能够顺利开
展全业务受理，泰安联通开通了
8810010社会渠道服务支撑热线电
话，有效的解决了代理商在业务受
理和销售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并提
供了大量的靓号做为融合业务的
促销专用号码，同时在全市范围内
推行宽带无条件受理。为确保各代
理商的服务标准、统一，联通公司

对社会渠道的相关人员进行了业
务政策及受理流程的集中强化培
训。

目前，正值大中小学暑假期
间。为迎合暑期市场，泰安联通联
合社会渠道推出了“交999元，宽
带、3G用一年”等一系列优惠活
动。各代理商借此良机，充分发挥
社会渠道的优势，采用各种方式

提升店面的形象宣传，其中南关
智信达手机卖场还携带着礼品，
组织员工深入小区，现场办公受
理融合业务，受到了广大市民的
欢迎，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下
一步，泰安联通将结合客户需求，
陆续增加具备条件的代理商办理
联通全业务。

(高为民、刘中华)

泰安联通新增100余家全业务办理点

楼德镇南泉村泉水众多，其
地理特征与济南类似，一侧是透
水岩石，一侧是不透水的。这一
带有名的泉有神泉、二龙泉等，
不知名的小泉无数。其中最有名
的“神泉”曾因过度开采地下水
停喷，现在经过当地政府对地下
水开采的治理，又回复喷涌。

现在经过修整的神泉，是个
直径约十米的圆形泉池，有石砌
栅栏，泉水深三米左右，清澈见
底。泉中心的位置可以看见不断
涌上的气泡，很像济南黑虎泉附
近几个泉眼的风貌。流出的泉水
最终汇入汶河。

当地老人说，这泉叫神泉是
因为早年间泉水里有神仙居住。
谁家办喜事，只要到泉边虔诚祈
祷，水里就能飘出白玉的盘子和
银质的碟子，借给农家办喜事
用。村民用完了洗刷干净，再送
到泉边，烧香感谢泉神，盘碟就
沉入水中。不知道哪一年，有一
家贪心的人借用后想把家什据
为己有，结果生了场大病，以后
人们再向神泉借东西就不灵了。

老人说，以前神泉能喷出像
水桶那么粗的水柱，后来因为开
采地下水，泉水停喷了二十多
年。经过政府治理，现在恢复了
喷涌，雨季还能见到二尺多高的
水柱。

复涌的“神泉”

珍藏的“龙骨”

以前在楼德镇有个像葫芦
一样南小北大的水湾，名叫葫芦
套，面积四五亩左右。当地群众
都说以前有“龙吸水”的奇景，后
来葫芦套干涸，大家在淤泥里挖
出很多“龙骨”，至今查贤振老人
家还珍藏着一块“龙骨”。

当地群众回忆，所谓的龙吸
水的奇景，就是葫芦套附近三五
里乌云滚动，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时，葫芦套水天相连，分不清哪
是云哪是水，而附近其他村子却
是晴天。

一九四三年左右，葫芦套水
位下降，突然干涸。有人挖淤泥
时挖出白色骨头，与药店里的

“龙骨”一样。后来又挖出不少
“龙骨”，至今查贤振老人家还珍
藏着一块遥控器大小的龙骨。记
者见到这块龙骨，表面白色像有
一层石膏，中间很像软骨，断茬
处有点像牙齿。可惜现在这里修
路挖土，葫芦套已经被垫平。

新泰市楼德镇历史

古 老 ，春 秋 时 期 称“ 菟

裘”。《左传》中有“使营菟

裘。吾将老焉。”的记载。

“菟裘归计”“归老菟裘”

等成语都出自该地名。因

明朝时有人建高楼未成，

地名改为“楼底”，后演化

为楼德。楼德镇柴城村的

云云山古代有很高的地

位，《管子》中记载九位古

帝王“封泰山，禅云云”。

《新泰市地名志》中对楼德地
名的记录很简单：“《左传》称菟
裘。清同治元年改名楼底。后演化
为今名。”这一说法可能并不准
确。因为明万历版《泰安州志》就
有：“楼底乃泰安州七十五处镇店

之一，事儿地方之首。”的记载。
同时当地相传，说明朝有一

夫人，姓氏不详，想建一大楼。刚
建好楼基，却因病去世。为感谢纪
念夫人，百姓把菟裘改为“楼底”
(一说楼基)，后演化成楼德。

这一传说的时间与《泰安州
志》的记载能吻合起来，有一定可
信度。泰安口音“德”字常念作

“dei”，楼底演化称楼德很有可能。
现在这座“楼底”的具体位置早已
无迹可寻。

楼德明代叫楼底

修楼没完工得名

以前楼德有寨墙，东寨门上
砌有“菟裘遗址”四个大字的横额
石匾，现在寨墙石匾都无存，只有
1993年新泰市政府立的“菟裘城
遗址”文物保护单位石碑。石碑在
楼德镇西村西北角，已被村民的
柴草完全覆盖。清除柴草后，看到
上面有“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菟裘城遗址”等字样，对于遗址
的范围和“菟裘”的含义却无记
载。因年代太久远，连村里老人也

说不上菟裘城的范围和“菟裘”的
含义。石碑所在地是一片民房和
田地，看不出古城的风貌。记者只
能在史料中寻找答案。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记载：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
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
营菟裘。吾将老焉。”《史记·鲁周
公世家》记载：“隐公曰：‘有先君
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
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

允政。’”
这两段史料记载的是春秋时

期，鲁惠公死，由继室所生的鲁隐
公继位，他执政11年准备让位给
鲁桓公，大夫羽父要求他杀了桓
公。隐公说自己准备在菟裘造房
养老。可见“菟裘”这地名出现的
时间在春秋以前。这段历史后来
还演变出“菟裘归计”“归老菟裘”
等成语，比喻准备告老还乡或退
隐。

春秋时叫菟裘城

左传史记有记载

《新泰县志》载：“考菟裘本是
佐大禹治水的伯邑嬴氏后裔菟裘
国。后以邑为姓称菟裘氏。”《史
记·秦本记》：“秦之先，嬴姓其后
分封以国为姓，有菟裘氏。”说明
菟裘是秦后裔的复姓。

而“菟裘”的含义并无资料可
查。楼德84岁老人查贤振讲述了
一种说法：传此地出过一位好官，
百姓为感恩，自发为他缝制一件
用野兔皮做成的皮袄，即为“兔

裘”。为怀念这位好官，地名“兔
裘”后变成“菟裘”。记者认为这一
说法可信度不高，只解释了裘，对

“菟”的解释有些牵强。
另据一位叫麻宝诚的当地人

说，楼德遍地生长一种叫菟丝的
植物，喜欢攀附在豆子上。一片一
片的，想除掉很费劲，像撕皮袄一
样，因此叫“菟裘”。这一说法可信
度也不高。

经查，“菟”是多音字，做植物

名时音同兔，做地名“菟裘”时应
读二声 tú。读 tú时还有一个字
义：“古代楚人称虎为‘於菟’
(wūtú)”。《辞海》：“於菟，虎的别
称”。记者推断，“菟裘城”很可能
与虎皮有密切关系，而不是之前
说的兔皮和菟丝。於菟是楚人对
虎的别称，而创建菟裘城的伯邑
嬴氏后裔和楚地有什么联系，暂
时没找到明确的资料，还有待考
证。

菟裘没权威解释

可能与虎皮有关

在楼德镇柴城村有柴
城遗址，当地人翻地经常
能翻出古陶片。上世纪60

年代还出土过战国时期的
“柴内右”铜戈。据《新泰市
地名志》记载，该村始建于
春秋，孔子弟子七十二贤
之一的高柴是此村人，因
此定名柴城。云云山就位
于前柴城村东。

云云山并不雄伟，约

有六七层楼高，只能算一
座小丘，但植被茂盛。这座
不太起眼的云云山却是众
多古代帝王封禅地之一。
据《管子·封禅篇》记载：

“古帝王封泰山者七十二
家，自无怀氏以下禅云云
者有其九。”说古代有9位
帝王曾在这里举行“封泰
山，禅云云”的大礼。

在云云山顶，有一座

乾隆三十一年所立的《云云
山肇建观音殿碑记》的四方
形石碑，四面均有文字。原
碑帽被砸毁，现在的碑帽是
当地村委按原貌制作的。石
碑上的文字有引用《管子》
中“禅云云者有其九”的内
容，还有“山之下有羽林坡、
甘露滩，皆古上帝驻跸之
所。”等内容。石碑周围散落
着石质赑屃的残件和一些

古代石碾等，都是这座《观
音殿碑记》的遗物，现在观
音殿已毁于战乱。

唐代学者张守节解释
《史记·封禅书》时认为，封
禅时，在泰山顶筑圆坛以报
天之功，在泰山脚下的小丘
上筑方坛以报地之功。封泰
山是“祭天”，禅云云是“祭
地”，可见云云山在历史上
的地位之高。禅云云的九位

古帝王是无怀氏、伏羲氏、
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
帝喾、尧、舜、汤。

在云云山山腰有“应
声泉”，现在仍有泉水。传
说当年舜禅云云时，见到
山景色秀美，却少点什么，
便感叹道“可惜此山无
水。”话音刚落之间，西南
脚下一股泉水喷涌而出，
此泉被人们称为应声泉。

九位古帝王在云云山祭地

查贤振老人家珍藏的“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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