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7绣江亭
2014年8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彭传刚 组版：继红

今日章丘

据村中70多岁的老人张大
爷讲，村名得益于附近半山腰
上的白泉，这是一个与百脉泉
有着血脉相连的山泉，属于百
脉泉泉系，也是百脉泉的泉水
补源区之一。白泉泉水清澈透
明，寒凉，为了与百脉泉区分，
就取了同音字“白”。白泉村始
建于前唐时期，迄今已有1400多
年的历史。到了明朝时期，白泉
村的商贸就已经繁荣，交通十
分便利和发达，促进了章莱两
地的商贸交易。为此，在大清乾
隆时期即于此设镇。在民国初
期，号称章丘八大镇之一。在日
本投降前后，这里又是抗日和
反蒋的“战场”之一，在历史上
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白泉村虽然曾经有过繁
荣，但是古代的历史资料留下
的极少。到村中和老人们拉拉，
随便一张口，不是张大叔就是

张大爷，张姓现在成为了村中
的大姓，其他姓氏占少数，至于
外迁或在外工作者，已经无法
实际统计清楚。村中各个姓氏
的祖先大多都是从山西洪洞县
和河北枣强县迁过来的。当初
迁徙的原因不是战乱，就是黄
河 决 堤 致 洪 水 泛 滥，为了生
存，只好迁往此地。自张姓及
其他姓氏的祖先从明洪武二
年（1369年）迁来至今，已经有
6 0 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在白
泉村繁衍了后人二十多代，其
中最盛的就是张姓后人，张家
祖庙由于后人的重视，经过多
次修缮，至今保存完好，就在老
村的东端。

张家老少每年都举行盛大
的仪式祭祖和祭奠，以警示后
人好好做人，不能忘记祖宗的
教诲。张家族谱一直延续着，辈
分清晰，分支明确，只是现在年

轻人大多在起名时都不愿意按
照延续下来的辈分加上“辈”字
了，现在起名两个字或多个字
的多见。

当和老人们说起以前这里
是繁华的商贸之地时，他们眉
飞色舞，高兴得合不上嘴。就连
66岁的张岷大叔都说，他小时
候这里门头一个挨着一个，卖
啥的都有，从莱芜和明水来此
交易的人很多。看到他们的样
子，可想象出来这里曾经的繁
华，毕竟是章莱古道上的商贸
和交通要道吗？从他们的眼睛
里能够体验出古时店铺林立、
人流如织，叫卖声和吆喝声一
阵阵穿入耳中的“快感”。自1958

年章丘县城迁来明水后，再加
上当时国家政策的改变，明水
市场交易及城区规模渐渐繁
华，白泉村的往日不再，就此宁
静了下来。

白泉村位于明水城
区南部，现在是双山办事
处的驻地村和新城区的
商贸及居住领军之地，也
是章丘大学城的中心区
域。它北临经十东路，东
依胡山森林公园，南行的
省道242线（章莱路）从村
中穿过，也是古代章莱之
间商贸和交通往来的必
经之地，位置十分重要。

噪 曾是“章丘八大镇”之一

章章莱莱古古道道重重镇镇：：白白泉泉村村

说到白泉村不能不说说被
日伪军和蒋军占领的事情，都
是因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而没
有逃过一“劫”。1941年（民国30

年）1月，日军扫荡“辛寨”，并在7

月13日夜包围了柳塘口，焚烧了
兴华学校，屠杀了三人，后于9月
18日扫荡章莱根据地。1942年5月，
日伪军相继占领龙山、枣园、山后
寨、普集、埠村、文祖、阎家峪及
垛庄等集镇设立据点。由于白
泉村处于各部交叉地带，理所
当然地处于灾难区。

不久，在日伪军强化治安

管理和频繁扫荡的情形下，民
国章丘县政府垮台，均处于日
伪军控制之下。1944年6月，泰山
军分区发起打击日伪的“讨王

（王连仲）战役”。中共泰安地委
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林乎加、参
谋长刘国柱指挥7个连的主力，
一举攻克白泉，扩大了抗日根
据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
降，随后日伪军全部撤离。1946

年6月17日，蒋军飞机轰炸明水、
普集、枣园等地方及主要交通
要道，随蒋军还乡的恶霸地主
等趁机进行疯狂反攻倒算。8月

24日夜，解放军对蒋军驻扎的
南部村镇进行攻击，增援的蒋
军借白泉村的优势地势守而不
攻，龟缩不动。尽管这样，没有
几天的工夫，解放军一鼓作气，
拿下南部村镇，白泉也同时获
得解放。

随着时间的变化，白泉老
村繁华的外衣已经褪去，大家
过着宁静的日子。多少年过去
了，这些历史已经渐渐淡出人
们的记忆，但是白泉村的人们
应该不要忘记。这里既有古近
代的繁荣，也有曾经的“屈辱”。

噪 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早就听说白泉村有座北极
阁，是章丘为数不多的宝物。

北极阁大概建于大明正德
年间（1505年），至今已有500多
年的历史了。

很多地方的北极阁一般建
在圩子墙上，而白泉村北极阁
正好建在村中的大街上，台子
上下全是石头，只有上面的墙
沿及真武庙才是砖头垒砌。北
极阁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5米
左右，南北宽约12米左右。整个
建筑因地势而建，北面地势低，
高约十二米，南面地势高，高约
十一米左右。北面拱门之上有

“白泉镇”的石刻，南面拱门之

上有“北极台”的石刻，估计“白
泉镇”的石刻可能是后来修缮
时所加，因为在乾隆年间才在
此设镇，此前无记载。石台之上
是真武庙，真武是道教奉祀的
代表北天之神，故此庙所在之高
台称之为“北极台”。石头拱门高
三米左右，宽两米多，地面及拱顶
全是石头，排列相当严密。但是由
于历史久的原因，拱顶有几块石
头已经有活动迹象，应该引起人
们的注意。因为这里一直是村中
人们进出的常用通道，以免发
生坍塌危险。

据村中老人介绍，大约八
九年前，村中所有老百姓都进

行了募捐，对北极阁和真武庙
进行了修缮，才得以到现在保
持一直完好。在真武庙的西侧，
村里立了功德碑，对募捐村民如
数刻上，以示留念。进入真武庙的
门一直锁着，时常有人来清扫卫
生，一般大年初一是全体村民进
香的忙碌时刻。到底北极阁一共
大修过多少次？无人知道详情。但
是唯一有记载的是登上北极阁
的台阶，在台阶左侧有石碑镶嵌
在墙上，记载的台阶重修日期是：
大清乾隆二十三年四月（1758

年），距今也已有250多年的历史
了。至于后来再有没有修过，村里
老人都直摇头。

噪 北极阁建在村中大街上

不过在和多位老人谈话时
所知，原先北极阁并不孤单，在
它的前方（北面）不远处还有一
个和北极阁类似的建筑，只是
上 面 没 有 真 武 庙 ，有 大 门 把
守，规模略小于北极阁。在北
极阁的南面和西面，也就是村
子南头和西头也有相同的建
筑，主要是为了防守和抵御外
来侵袭用的。可惜的是在文化
大革命中被全部拆除掉。谈话
中的一位张姓老人就是当初的
参与者，现在说来，口中“啧、啧”
不停，甚觉可惜。可是在那样的
年代，只要一声令下，没有人敢
违抗，只有唯命是从。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一切不
可能再挽回，但是惨痛的历史教
训不能忘记。保护好现有的东
西，也是给后人一个交代。据村
中老人说，老村早晚得规划拆
迁，现在的村民保护意识明显比
以前增强了，村中留下的古迹已
经不多了，除了北极阁和张家庙

之外，还有一对紧邻的绣花楼深
藏在胡同之内。不过绣花楼楼顶
已经破坏，不能居住，里面乱七
八糟的，没有人收拾。院子里只
是住着一个老太太，年龄大了也
没有条件翻修，只能任其风吹雨
淋。至于这绣花楼是哪个年代
的，老人们不知道，只是说主家
更换了多家，也不清楚详细情
况。

白泉村因泉水而名，古今的
繁华因商贸而兴。白泉村曾经
是矿产资源丰富的产地之一，
境内煤炭、石灰石、黏土等储
量较大，为村民和政府做出过
重要贡献。自章丘市实行保泉
护泉措施后，禁止泉水上游私
自乱采乱挖，已经得到了彻底
的杜绝。但是由于该村与时俱
进，及时调整产业思路，因地
制宜地在新村开拓打造石化
配件项目，目前已经成为行业
的领头兵，也成为全市有名的经
济强村之一。

噪 绣花楼深藏在胡同内

白泉镇石刻

北极台石刻

真武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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