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古老老三三圣圣庙庙，，今今成成剃剃头头铺铺
旧村改造后，刘智远村村内拟建民俗博物馆对其保护

在济南东部凤凰路东侧，有一个远近有名的村子叫做刘智远村，相传后汉高祖刘知远就出生在此地。刘智远村内存有一一处三圣庙遗
迹，证明着该村悠久的历史。而如今，这处遗迹已被当起了剃头铺，壁画和石碑也早已受到破坏。为了保护村内遗迹及及其他古物，一座民
俗博物馆有望在村内建起，三圣庙内的壁画、石碑等也有望得以修复。

为了给东部城区喜爱摄影和
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
示自己的平台，《今日高新》特开辟

《舜华堂》专版。《舜华堂》主要包括
“我拍我秀”、“东城地理”和“名人
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投稿图片可
以是高新区的风景、人物，也可以
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东城
地理”主要是介绍高新区本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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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主要是介绍高新区名人
一些不为人熟知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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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好附有相关作品的照片，我们将择
优刊登。

投稿邮箱：qlwbjrgx@163 .com。

征稿启事

小时候，父亲总喜欢背
着我，我粉嫩的小脸贴在父
亲的背上，感到的总是温暖
与舒适；小时候，我也总喜欢
猫在父亲背上，撷取童年的
阳光，欢乐我的懵懂岁月。

第一次上街时，父亲背
着我，让我看到了这个街市
的繁华，那些叫卖声、砍价
声，与我的欢笑声融合，显得
那么和谐。第一次摔倒时，我
嚎啕地哭着，父亲背上了我，
一串冰糖葫芦的许诺再加上
父亲后背的温存，我又破涕

为笑。第一次生病时，父亲背
上我，急急火火的脚步，粗重
的喘息，缓解着我的痛楚，虽
痛，我却睡着了……

父亲那宽大的背，伴我
度过了儿时的美好岁月。在
那个背上，我如站在一座山
上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多彩的
世界，初次认识到许多的人
和事；在那个背上，我享受到
的更多的是欢乐和安全感。
每次，当我做错事时，父亲那
严肃的脸庞使我感到羞愧，
但父亲的后背，又让我感受

到他的宽容。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

的背不能再承载我了，对于
父亲的背，我也渐渐从仰视
变为平视。

每天，父亲总是辛苦忙
碌地工作着，从没说累。早
上，望着父亲离家工作的背
影，我就会真切体味到朱自
清《背影》中的“我”看到父
亲背影时的感受了，于是，我
眼泪会悄悄地流下来，心中
便多了一分心酸和寂寞。

父亲的背呦，仿佛是父

亲的心，时常与我进行着对
话，给了我激励、启发……看
着家中从无到有的一切，心
中又多了几分感动，我知道，
这是父亲坚毅的背，背负着
生活的艰辛换回的。父亲的
背呦，总是让我如此难忘！

冬春易节，岁月不再。多
少年后，饱经沧桑的父亲，透
过你的驼背，我或许模糊了
季节年轮，但，依然感动的还
是你的温存、坚毅的后背！父
亲呦，我多么想再让你背背
啊，但我更想背背你啊！

父父亲亲的的背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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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舜华堂

石碑记载刘智远村悠久历史

1 6日，记者来到刘智远
村，三圣庙位于刘智远村北
头，如今的三圣庙历经文革后
半个世纪的风雨，只有西南隅
的一间低矮、破旧的小庙堂一
息尚存。

小庙庙门向南而开，正面
长约三米，檐下高约两米多，
室内仅十几米见方。整体为砖
砌，木质的门框、窗棂早已因
年代久远而朱漆剥蚀。庙顶最
外层的青瓦雕有龙纹图案。进
入该庙堂，里面光线暗淡，西
侧墙壁上挂着镜子，正对西墙
摆放着理发用的椅子、洗头用
的盥洗用具、简陋的桌子和供
顾客休息的长木椅等，地上堆
满了剃下的头发。据了解，该
庙堂早在几年前就成了村里
的剃头铺。

在庙内，东西侧墙上分别
有两块石碑。东侧墙上的石碑宽
约40公分，长不足一米四，上面
的碑刻历历在目：“余闻神人吸
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逝而入于
寥天，一无形体而有寄宅。”

据碑文记载，该村庄建于
万历元年，距今已有400余年历
史，其开创者为“杨君宗羲”和

“刘君思恩”。但村志编写者、村
委会成员杨庆林介绍：“这个村
应该在后汉时代之前就有了，
很可能是在明代万历年间改的
名。”

另一块石碑在西面墙上，
上面的碑文因年代久远已经模
糊到不能辨识。另外西面墙上
的一幅劲松的壁画也已经很模
糊，只能隐约看出大体轮廓和
斑驳的墨迹，上面到处是钉子
凿出的洞。北面墙上的壁画已
经无法辨识画作中的内容，墙
面表层似乎还有用水泥刷过的
痕迹。

目前，在庙堂旁边的卫生室
院子里还有三圣庙保存下来的
两个石鼓，据说这是北方少有的
保留下来的古代完整石鼓。据村
民介绍，早年前三圣庙庙址很
大，庙堂旁的卫生室所在位置也
为三圣庙一部分。这里曾有一座
规模很大、很著名的钟楼，里面
一口重约4吨的大钟在58年大炼
钢铁时破坏了。

杨庆林介绍，原先村子里
有三处古迹，刘知远庙在村北
头，三圣庙在中间，还有一处关
帝庙在南边。文革的时候刘知
远庙和关帝庙都被砸毁，只有
三圣庙在村民的保护下，里面
的神像虽被砸毁了，可庙堂留
了下来。杨庆林估计，三圣庙大
约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原先三
圣庙前有四块两米四五高、七
八公分宽的石碑，或许记载了
三圣庙的历史，石碑在1954年
前后被破坏，现在三圣庙具体
建在什么年间无从考证。

后汉皇帝刘知远出生在该村

在村里，后汉皇帝刘知远
的传说妇孺皆知。据该村村志
编写者杨庆林介绍，“刘知远”
是其正名，而“刘智远”是后人
们演绎而来的。

据杨庆林介绍，相传早
在五代十国时期，刘知远就
出生在这个村子里，父亲早
逝，随娘改嫁到黄河以北。十
六七岁时由于受到当地人歧
视返回故里，在祖家留给他
的 一 块 坟 地 上 种 瓜 维 持 生
活。他很有经济头脑，别人种
小麦、谷子等农作物，他却种
西瓜、甜瓜这一类经济作物。
后来，他种的瓜个大、好吃产
量又多，甚至传说他种的瓜

都成精了，远近闻名。
后来，刘知远从军到山西

驻守石敬瑭部下，由于作战勇
猛，屡立战功得到了皇帝召见。
后刘知远在山西太原建都创建
后汉，做了不到两年皇帝，在外
体察民情期间内廷发生政变把
他推翻，最后病逝。他从小有经
济头脑，但读书少智慧不足，因
此村里的文人将知识的“知”演
绎成智慧的“智”，所以村名从
原来的刘知远庙村改为刘智远
村。

刘智远村历史上还叫过刘
知远庙村、洪府庄等，文革后恢
复原先地名“刘智远村”，并一
直沿用至今。

刘智远村拟建综合性博物馆

目前，刘智远村已经列入旧
村改造的规划之中，村里很多老
房屋上也已经漆上“拆”字，刘智
远旧村改造工程也已经开始。在
人们即将告别旧村落的时候，村
内的历史遗存也成了许多人的牵
挂。

据了解，为了保留住这些遗
迹和其他古物，村里准备建设包
括刘知远博物馆在内的综合性民
俗博物馆。除了重建刘知远庙堂、
重塑刘知远像、修缮三圣庙和关
帝庙外，还将建成民俗博物馆。至
于三圣庙里的剃头铺，将会移至
将要建成的社区服务室。

“民俗博物馆将会展出从村
民家中搜集来的保存至今的古老
农业用具，像犁地的犁，弄碎大土
块的耙、播种用的耧；还会有像推
磨用的碾子、石磨，纺线用的纺
车，粮食脱壳用的扇车等等生活
用具以及老家具。还会收集一些
关于刘知远传说的文物。”杨庆林
说，这些都是民间生产的重要工
具和生产资料，有关民风民俗，村
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文物古迹
保存下来，让刘知远保佑一方百
姓。这具有很重要的纪念意义，它

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延续。
杨庆林介绍，预计三年后旧

村改造快完成时会在规划局规划
下着手开始进行博物馆建设，这
也是济南市将要建成的212个民
俗博物馆之一。这个计划将会与

旧村改造同时宣传，让村民们保
留家中年岁久远的老物件。

至于三圣庙里的壁画和石
碑，杨庆林表示，村委会将其按原
状保留，至于修复工作还要等以
后专门人员进行科学操作。

文/片 本报记者 穆静 实习生 李倩 魏先群

一息尚存的三圣庙遗迹，现在成了剃头铺。

石鼓侧面。

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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