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第三站·七级镇

C04 2014年6月5日 星期四

编辑：焦守广 组版：肖婷婷

今日聊城

庙多井多街巷多

七七级级古古街街巷巷 处处处处有有故故事事

明清时期，座落在京
杭大运河沿岸的七级古
镇，因运河而兴盛一时。
当时七级古镇分为东西
两部分，镇上有六门、四
关、十四街，街分六纵八
横。至今仍有一条古街保
存完好，虽历经岁月洗
礼，青砖墙壁斑驳，但仍
可见其当年盛景。

古朴的沿街建筑、一
条条老街巷，80岁的古街
巷居民狄振声带着记者
行走在古镇上，在一个个
故事和传说的描绘下，仿
佛重现了当年的繁华。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凌文秀 王传胜

淹没在历史中的“六门四关”

从狄振声院子出门，沿古街
东行，右手边是翟家祠堂。翟姓
是当地的大姓，祠堂是宗族兴旺
传承的重要活动场所。对面就是
当 年 非 常 有 名 的 狄 家 中 药
堂———“春和堂”，记录着狄振声
家族几代人的故事。

“这里就是一碑担两间茶
馆。”走到古街东首，狄振声介绍，
这个茶馆地处要害，当年生意很
红火，从七级码头上岸的商人都
会到这里歇脚，要上一壶茶慢慢
品尝。茶馆只有两间，中间是大
梁，正下方埋着一座石碑，石碑正
好处于中间，因此有“一碑担两
间”的说法。其实，“一碑担两间”

的谐音是“一百单两间”，意思就
是茶馆虽小，但是很敞亮。

“每条街、每座院都有故
事。”狄振声带领记者一路向东，
有一条石狮子街，因明朝隆庆年
间立一石狮子得名。“石狮是这
条街的镇街之宝，每到农历正月
初一，都有村民拿一条红带子，
端一碗面，到石狮前，祈求自家
孩子平安。”

据了解，七级古街有六纵八
横十四巷，六门四关。六纵是双
井街、老街、东顺河街、西顺河
街、丁家街、幸福街；八横是兴隆
街、石狮子街、东关街、北关街、
大隅首、小隅首、夏家街、西街，

统称为十四巷。行走在七级古
镇，大街小巷密布，狄振声个个
都能说出来历故事。回忆起繁华
过往，狄振声又感喟现状，“现在
六门四关已经损毁，只剩下遗
址。不过茶馆所在的古街保存还
算完整。”

七级镇内小西街，位于西门
至中小桥，较早迁来七级定居的
丁姓是其中之一。本街有丁家饭
铺、前西门、后西门、透心碑、土
地庙。丁家饭铺开店数代，船夫、
纤夫多于此处就餐，现丁家传人
丁泽长继承祖业，仍开着丁家饭
铺，经营饺子、烧饼，是当地人们
喜爱的食品。

娘娘坟、七级地名与乾隆有关

古街的西尽头是码头，在
狄家药铺前，狄振声停住脚步，
一只脚轻轻踏了踏脚下的老街
路面：“这下面都是青石板路，
从码头往东二三百米长的街下
都埋着这样的青石板。”

走到路口码头遗址处，狄
振声感慨：当年乾隆爷三次在
这里登临，台阶正好露出七级。

“七级。”登岸后，乾隆随口一
说。皇帝开口，便是金口玉言，

就这样，叫了上千年的“毛镇”
改名“七级”。

沿运河一路向北，北大桥闸
东北角，一片土堆毫不起眼。“这
里曾经有座娘娘坟。”狄振声老
人称，1950年代，镇上的“黄憨
儿”盗墓破坟，挖出凤冠霞帔、珠
宝玉石，发了一笔横财。

相传，当年乾隆带妃子南
巡，大旱之年却发现这里的运
河两岸庄稼郁郁葱葱，随行大

臣说这里的庄稼有杆没根，乾
隆随即登岸细看，发现沿河两
岸 全 是 国 舅 栽 种 的 染 绿 的 麻
杆。国舅欺君被斩，随行妃子闻
讯在刘湾处投河自尽，被拖到
运河闸处才被打捞上来，就葬
在这里。

妃子投河前，乾隆登岸处
又被称作“龙看台”，也有传说
乾隆再次蹲坐，俗称“龙墩”，现
在大桥处还有卧虎石遗址。

至今去向不明的十八铜人

跟随老人的脚步回到古
街最东端，“这里曾是七级镇
最繁华的地方，四个方位都有
庙，供奉不同的神明。”狄振声
世代居住在码头附近，据他听
长辈讲述和自己的研究，古镇
中心在隅首，南、北、东大街都
是一里地长，西大街靠近码
头，约200米。四个大街都有城
门，称作皋，上面是个二层的
庙，但不全是关公庙。当时城
里城外共有72庙，因为古街不
直，胡同也多，若是谁家大门
朝街，就用庙应对，所以庙多。

狄振声站在古街巷东首
的十字路口，细数四周曾有的
景致，这里过去是七级镇中
心，即使在成立人民公社以
后，供销、邮电、税务等部门也
都设立在此处。

“‘一碑担两间’茶馆后面
是玉皇皋。”狄振声颤悠悠走
到茶馆后的一处破损建筑前，
指着里面空荡荡的一个镶嵌
在墙体中间的木制窗阁说，

“玉皇皋的石刻就放在这个窗
阁中，可惜多年前被盗了。”

茶馆斜对过，是当地知名
的建筑“八卦楼”，砖结构建
筑，因有八个角而得名。“这里
也曾有个庙。”狄振声说，解放
前七级镇曾有72庙、72眼井的

说法，也有说是81眼井，但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多遭破坏。

“河东小学是以前的奶奶庙，
河西小学附近有十八铜人庙。
奶奶庙和河西的十八铜人庙
是两座最大的庙。”

据说“十八铜人庙”里面
曾经供奉有十八座做工精美
细致的铜像，文化大革命时，
庙持事先得到消息第二天红
卫兵将来砸庙，就把十八座铜
像藏了起来。虽然十八座铜像
得以保存，但不幸的是，后人
却不知道藏在了哪里。

从十字路口往南走，途经
双井街，这里有七级镇众多眼
井中最知名、最有故事的两口
井。“清朝这条街上住了个汪
老汉，家门前一个大坑。有一
天，汪老汉遇到长虫(蛇)吸蛤
蟆，于是砸长虫救出蛤蟆，却
没伤及这两条生灵的性命。第
二年，七级遭遇百年不遇的大
旱，汪老汉梦见蛇和青蛙各派
来两个孩子报恩。两个青蛙后
生用腚每人墩了一口井，两个
蛇的后生分别打通了直通东
平湖的泉眼。汪老汉醒来果然
见到两眼水井，家门前的大坑
也盛满一汪碧水。从此，老汉
家门前的大坑叫做汪家坑，这
条街取名叫双井街。”

居民骑车穿行在七级古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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