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52013年8月9日 星期五

编辑：康鹏 美编：马晓迪 组版：陈华

今日章丘

地理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杜彩
霞 通讯员 马荣杰 蔡晓雪

地道里冬暖夏凉

是天然的储藏柜

8月7日下午，记者跟随村
民马业强来到了三涧溪村的古
地道。据马业强介绍，古地道从
地面向地下数共三层，一层约
在地下3米，二层约地下5米，三
层就能达到地下9米。记者跟随
马业强从他家的后院进入了古
地道的第一层，从地上掀开一
块遮挡的木板，然后踩着自制
的“土楼梯”下去，马业强说，

“这是自己改造的斜坡，方便进
出，原来是没有的。以前是直上
直下的，人们直接跳下去，叫

‘天梯’。”马业强已经用第一层
来存放西瓜，“把西瓜放在这里
吃起来口感特别好，这里四季
恒温，西瓜在这里基本上能放
一个月。”马业强说。

跟随马业强从一个“翻口”
(是不同地道层之间的通道口)
进入了地道的第二层，马业强
在这里存放了葡萄酒和一些啤
酒，还有他搬进来的小桌子、小
椅子。马业强说，“不要看它的
入口小，进来后可以容纳七八
个人乘凉，夏天天气特别热的
时候就可以下地道乘凉。”

据马业强介绍，地道里四
季恒温，气温在16℃到18℃之
间，越往下温度越低，三层大约
在16℃左右。马业强说，“地道
里空间很密闭，在这里面不能
抽烟，抽一根烟，它的烟雾需要
很久才能散去。”

地道内有刺杀孔

还有梅花桩无底坑

进入地道里，最宽的地方
也就1 . 3米左右，最窄的地方
只能容一个人行走，地道的高
度在1 . 3米到1 . 5米左右。马业
强介绍说，“现在能够进入的地
道是经过后来人们修葺过的，
能够让人们在里面正常行走，
原始的地道只能容一个人进

出，根本不能直立行走。”
在地道里记者看到墙壁上

凿了很多孔，马业强说，“以前
的时候没有电，人们只用煤油
灯，这些孔是放煤油灯留下的
灯坎。”但是，那时能够用上煤
油灯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其
实古地道主要是用来防御外敌
藏身用的，不点灯为最好。记者
在地道里看到有直径约二三十
厘米的洞孔，这样的孔不可能
是卡口，因为不能容纳一个成
年人通过。马业强介绍说，“我

们给它起名叫‘刺杀孔’，地道
在用来防御外敌的时候，村民
可以凭借着对地道的熟悉，将
敌人引入地道内，然后迂回到
刺杀孔的后方，在刺杀孔上方
将敌人消灭。”

记者还在地道里看到了陷
阱、埋伏口、洞中洞、梅花桩无
底坑等，据马业强介绍，这些都
是先人们用来防御外敌的。

记者还在马业强家地下的
地道里看到有前人留下的地道
古炕、客厅、烛台、碾磨等生活

用品。马业强介绍说：“以前人
们在地道里藏身，有时呆一个
白天就能出去，但有时需要呆
上好几天，尤其是老人和孩子，
所以地道又成了人们在地下的
另一个‘家’。”

古地道成就

“涧溪地道八景”

马业强对记者说：“以前的
时候，因为家家户户祖祖辈辈
都知道古地道的存在，大家都
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村民
在修建房屋时，还将古地道封
死了。”但古地道被外界发现
后，村民们才意识到，原来自己
家地下的地道和整个村子里都
是连在一起的，共三层，长约
5000米，这时村民才知道原来
自己一直“枕”在这样一块“瑰
宝”上睡觉。

在古地道里村民们还发掘
了很多的“景点”。在一本名为

《三涧溪》的专门介绍村里文化
的书里，对古地道的“景点”做
了总结———“涧溪地道八景”。

“八景”中介绍的有：百年
树根伸展到地下五六米处，随
洞而行长达几十米，当古根发
出新芽时，如黄花簇放很是罕
见；地道南区二层的侧壁有洞
室，洞室中间有通道，连接下层
较大的洞室，可容纳七八个人，
将通道口盖住，撒些细土很难
被发现，这就是三涧溪地道的
独特景观——— 洞中洞；地道中
的翻口、卡口(同层之间用于防
御的出入口)，也是三涧溪地道
的独特景观，诠释了“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的含义；地道南
区的交通枢纽集会广场有两个
道口直通地面房内，其余的五
个道口则与藏人洞、伏击口、指
挥所相通，这就是村民口中的

“七向厅”。
马业强说，“我们村的古地

道还有很多的特色等待挖掘。”
据了解，三涧溪自从发现地道
网以来，就开始请文物和旅游
专家来观看，打算开发成旅游
景点，村里还在古地道的一个
入口处修起了“三涧溪古地道

亭”。
马业强对记者说，“前几天

刚刚有一些温州的开发商来看
过。这几年经常有人过来参观。
我们村的古地道有5000米长，
很有价值，如果开发，我们还是
希望它能保持原貌，毕竟它的
原始风貌才是最有价值的。”

古地道有

500余年历史

说古地道“古”并不为过，
据村里现在在世的八九十岁的
老人回忆，他们的爷爷小时候
听他们的爷爷说，古地道就已
经有了，并且使用过。所以它不
可能是近三百年以内的工程，
估计应该有500多年的历史。

在章丘市三涧溪小学校本
课程教科书《三涧溪》里也记载
了古地道的历史故事，书里记
载古地道约在元末明初挖成。
据书中介绍，元末，由于黄河连
年发大水，为开挖河道，元统治
者征集民工挖河，引起了“红巾
军”起义，战乱年代，百姓十亡
七八，这也导致三涧溪村民们
开挖地道以自保。后来，元朝内
部争权夺利，新地主官僚与旧
官僚在河南、山东地带展开空
前的夺地之战，人民再次遭受
战乱，流离失所。再就是朱元璋
势气日盛，蒙古铁军不甘心退
出历史舞台，到处实行烧杀劫
掠，三涧溪村民不可能坐以待
毙。最后明朝定国之初的靖难
之役，朱棣以清君侧名义进京
夺权，路过山东燕军损失惨重，
朱棣坐稳天下后对山东大开杀
戒，三涧溪的古先民，也自会展
开自救措施。

马业强介绍，在那之后，同
治年间为防太平天国军，村民
们也用古地道进行防守。而在
民国年间，古地道也曾被用来
作为武器的装卸地。尤其是在
土匪割据的年代，古地道也曾
被土匪作为武器修卸的场所，
国民党的骨干王连仲就曾用过
这条古地道。在抗日战争时期，
古地道更是成为老人小孩的藏
身之所。

地道里面共分三层 既能防守又能生活

““沉沉睡睡””550000多多年年的的三三涧涧溪溪古古地地道道
2009年4月的一场大雨给章丘市双山街道三涧溪村的村民提了个醒，原来自家的地下隐

藏着一个古老的地道网，这条地道网比影视剧里抗日打鬼子的地道可要久远得多。8月7日，
记者来到了这个古老村落的古地道，看一下村民们现在是怎样在利用这古老的“瑰宝”。

地道内用于防御的出入口——— 卡口。

村民在地道里储藏起了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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