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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曰章

药王庙现存

大殿建筑独特

梭庄药王庙是章丘境内现
存保持完整的唯一一处药王
庙。药王庙紧邻文昌阁，在文昌
阁的东侧，现存大殿一间，坐北
朝南，是经过甄选的风水宝地。
大殿建筑整体保存完好，屋顶
结构是卷棚顶，非常有特色，在
各种庙宇中占有的屋顶样式极
为少见 (一般卷棚顶结构的屋
顶大多用于园林建筑)。大殿的
大门是拱形券门，券顶雕刻有
双枝缠绕的图案。大门两侧立
柱上有精美的浮雕图案，雕刻
手法细腻，朝外的是降龙云图
腾，内侧对称的是吉祥马图腾。
大殿原先装饰的石膏板屋顶已
经破损，露出了穹顶，全部是非
常光滑的石板结构，是庙宇建
筑中非常少见的，可谓巧夺天
工，独具匠心。

药王庙大殿从外侧量，东
西长度在八米左右，南北宽度
在六米左右。从殿内量，东西长
度在六米左右，南北宽度在三
米左右。也就是说大殿东西墙
宽度各一米左右，南北墙宽度
各一米半左右。可以说，南北墙
体全部石质的方石超宽进深在
济南地区也属罕见，具体用意
不明确。

笔者见到村中几位老人，只
要一问这处建筑都知道是药王
庙。可是当问起是哪一年建的，无
一人知晓。据老人们说，药王庙以
前也没有见到药王的石像或雕
塑，以前悬挂的是一幅药王的画
像，在“文革”时期被烧毁了。药王
庙大门开着，人随意进去观看。虽
然房屋结构比较完整，没有遭到
破坏，但是屋顶上的部分老瓦片
被突生出的小树和杂草撑起来
了，需要尽快修复。如果任其下
去，真不知哪一天会慢慢毁去，应
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传说药王孙思邈

曾来此采药

笔者多次前往，找到了十多
位老人访谈，大家都说传说药王
孙思邈到处采药时来过梭庄。后
来村里及乡邻得到药王的诊治
及恩惠后，一直忘不掉，为了纪
念药王的功德，村里百姓及乡邻
集资合建了这座药王庙。

孙思邈，世称孙真人，后世尊
之为药王，唐京兆华原(今陕西耀
县)孙家塬人，约生于隋文帝开皇
元年(581)，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
(682)，享年101岁。因他少时体弱多
病，常请医生诊治，以致耗尽家
资，所以从青年时代他就立志以
医为业，为民除病，并刻苦研习岐
黄之术。由于医术娴熟，远近求医
者甚多。成年以后，隐居在太白山
从事医书著作及炼丹活动。隋文
帝、唐太宗、高宗均曾召他做官，
都被他婉言谢绝。

他不慕名利，长期生活在民
间，行医施药，治病救人。他对民
间医疗经验极为重视，经常不辞
辛劳地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访询；
为得一方一法，不惜千金，以求真
传。辗转于五台山、太白山、终南
山、峨眉山等地，采集药材、炮制
药物，提炼丹药，深究药性。他对
民间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多有
研究，救治过许多疑难危重病人。
他不仅精于内科，而且兼擅外科、
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并对

摄生、食疗、针灸、预防、炼丹等都
有研究，同时具有广博的药物学
知识和精湛的针灸技术。

药王庙曾经

作为村卫生所

比较巧合的是，药王庙对面
离着不远的村卫生所原先就在
药王庙里办公。据村中老人和卫
生所医师讲，上世纪60年代到90

年代中期，文昌阁上面加盖的红
砖房、药王庙及两侧的房子均是
学校所在地，前后使用了近三十
年。直到1997年初，学校搬迁后，
药王庙及两侧房子空闲，于是
在3月1日卫生所迁入药王庙办
公，两侧房子作为收治病人使
用。文昌阁上面的红砖房一直
空闲至今，没有任何安置措施。
到了2 0 0 6年左右，因为卫生所
要进行“四室”达标验收，药王
庙面积不足，没法进行分割设
置，再加上新卫生所已经建好，
随即迁入新楼内，药王庙被再次
闲置至今。

就在笔者将要离开梭庄时，
看到几位老大娘在摇晃着身子，
一会又屈膝下蹲，甚觉好奇。于是
上前观看并忍不住问这是做啥？
老大娘们说：“锻炼一下，我们还
经常用手指干梳头，鼓完腮帮子
后扣扣牙。”又问这是跟谁学的？
她们说：“药王呗。”听着听着，笔
者笑了，原来药王的影响无处不
在呀。

第十七节

金锁爷爷保住命了

高家峪村的乡亲们天黑后
才敢回到村里。金锁回到街头找
不到自己的家了，原来整齐的四
合小院已经面目全非，只剩下烧
得乱七八糟的残垣断壁，偶尔还
有零星的火星噼里啪啦地从灰烬
里蹦出来。女人们都没哭，她们从
西岭上看到村里火光冲天，看那
个位置就知道是自己的宅子被
烧，心里早就有数了。金锁爷爷长
叹一声：兔崽子给咱烧了，咱再建
更好的，不过要想让咱当缩头乌
龟不抗日可是办不到。

街里街坊的乡亲都赶过来
了，高大娘先把大嫚和小丫头接
到他们家里过夜去了。乡亲们争
抢着要金家人先去自己家里吃

饭过夜，金锁爷爷拄着一根锨
把，抱拳谢过诸位乡亲道：感谢
大家伙来救济我们，俺金家人记
着各位的恩。俺家从山外搬到咱
村来，承蒙各位帮衬。今晚我们
就尽量不分散开去别人家过夜
了，我带着家人去王力家借住几
天，反正王力自己住一个大院子
冷冷清清的，我们去和他凑凑热
闹。粮食俺老金早埋好了，挖出
来就能开饭，谢谢大家了！

翠花悄悄地赶过来，拽着金
锁去了她家。翠花娘支起鏊子就
开始摊煎饼，翠花哥哥赵海端了
碗热水让金锁喝了，还把身上的
衣服也给金锁披在身上。翠花娘
摊出的第一个煎饼被翠花给金
锁拿了过来，金锁接了说：“你还
是和你娘多要几个煎饼，我一块
儿先去给俺娘和小丫头送去吧！
俺娘一直没奶，小丫头整天哭，

我先去给他俩送点煎饼去。”说
着，吧嗒吧嗒掉起眼泪来。

赵海说：“兄弟，俺婶子和小
丫头早被你家东面的高大娘接
到她家住了。高大娘是咱村里有
名的善人，不会亏待你娘和小丫
头的。你今晚就放心地在我家和
我睡一个炕，明天我们全家到你
家帮着张罗着修房子去，你和我
妹定了亲，咱就是一家人，你先
放心地吃吧。”

金锁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
一听赵海的安慰，心也宽了，觉
得肚子里咕咕叫起来，开始大
口、大口地吃煎饼。4个煎饼下肚
了，金锁这才想起还有爷爷、奶
奶、爹和叔叔来。低着头，走到翠
花娘跟前，叫道：大娘还有俺爷
爷、奶奶和俺爹他们呢！他们可
能还没吃饭呢！

（未完待续）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22小说连载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
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
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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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梭庄庄药药王王庙庙的的传传说说
在章丘相公镇梭庄有一座药王庙，很

多人都知道，几乎天天有人去观看，游客不
只是来自济南地区和山北相邻的邹平县，
河北的部分游客也借祭祖之机顺便观赏，
成为每年这个时段的一道风景。

药王庙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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