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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先有有古古““周周道道””，，后后有有村村镇镇庙庙

文/片 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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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三人进屋落座后，
孙祥说：“我受窦大哥培养多年，
知道民心所向的道理，谁对待老
百姓好，我就拥护谁。我刚回来
时，就是想种地孝敬爹娘，但现
在看到家乡的抗日战事打得这
么火热，也想出一分力。我想一
边在家种地，一边干民兵跟着你
们打鬼子行吗？”

金龙和刘队长及县大队队
员们听了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刘队长高兴地说：“孙祥你
‘结结实实地’和鬼子打过几仗，
还跟他们拼过刺刀，知道鬼子的
弱点也知道他们的优势。根据敌
情，你对咱垛庄片的抗战工作有
啥好建议和点子吗？”

要说鬼子的单兵作战能力
和战术水平确实不能小瞧，他们

身体素质好，训练水平高，这个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你们知道小
鬼子吃啥吗？他们整天吃肉，最
差也要吃白米饭，医疗水平又
高，很少生病，所以咱的人和他
们一对一拼刺刀想沾光因为体
力原因不大容易。你们也知道咱
中国军人的伙食和医疗水平，炒
面能吃饱就不错了，一个个饿得
就像高粱秸一样。我们打台儿庄
战役的时候，咱的兵一个个冲锋
上去，刺刀还没拼上呢，有的就
因为营养不良，心力衰竭倒下去
了，但是，就算这样，咱中国人抱
着必胜的信念和他们拼，最后咱
还是赢了。关键咱打的是正义战
争，但凡是历史上的侵略者都会
失败的。

鬼子的缺点也都明摆着，一

是骄横、狂妄，骄兵必败的道理
大家都懂得；二是兵力严重不
足，无论是驻守哪里的部队都在
和上级要兵源。小日本哪有那么
多人呢！想征服中国，简直就是
老鼠吞大象，痴心妄想。

大家听了孙祥的话都喊说
得好，请他再讲。

孙祥受鼓励更来劲了，站起
来掏出一盒烟卷让金龙挨个分
了一圈又讲起来：刘队长，我听
说咱队伍一直想灭了鬼子的垛
庄据点，我认为打垛庄据点得先
把它和外界的联系切断。比方
说，咱经常性地把他们的电话线
剪断，再把他们设在附近村里的
汉奸耳目也摸清楚。待到真打起
仗来，普集和埠村据点里的鬼子
觉得打不通电话都很平常，再没

有汉奸给他们报信，咱的目的就
达到了。届时，咱就围着据点猛
攻，根本不用担心他们来援兵，
肯定能攻破那个王八壳子。再
说，咱剪断他们的电话线后，鬼
子肯定要派少量人马出来修理
线路，咱可以趁机吃了他们！

刘队长听后说：“孙祥说的
有道理，咱开个党员会研究一
下，请孙祥旁听列席，咱整一个
详细方案给泰山特委报上去，杀
鬼子解解恨。”

第二十四节

金贵两剪鬼子电话线

高家峪的夏天，景色虽然优
美，但是由于小河沟多，草甸子
和灌木丛也多，再加上每家每户

的旱厕和牲口棚数量也大大增
加，给蚊子和牛虻的滋生提供了
绝佳的条件。夏天最苦的是乡下
光屁股的小孩子，身上难免会被
可恶的蚊子叮咬。小丫头还不到
1周岁，身上白白嫩嫩的还带着
奶香气，于是就成了蚊虫叮咬的
重点对象。金锁奶奶的蒲扇只要
一会儿不在小丫头身上来回晃
悠，时间不长保准就会被蚊子叮
咬得哇哇大哭。高家峪的乡亲们
没有一户买得起蚊帐，就发动孩
子们上山去采能驱蚊的蒿子编
成绳子，晒干后收起来，每天点
上一段。别说蒿子绳的驱蚊虫效
果还是很好的，能驱走大部分的
蚊子，而且味道还不伤人，颇受
大家欢迎。

(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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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普集镇位于章丘市东部，与淄博市毗邻。胶济铁路、济青
公路自镇南、镇中平行穿过，连接着大海之滨与省府济南。在
地理环境上，普集镇南面是逶迤起伏的泰沂山脉，北面是高
耸入云的长白山脉。两面青山之间的距离，大自然神奇地造
化出了一条冲积河谷平川。平川漫漫，蜿蜒坦荡，形成了一片
富庶的土地和一条古老的东西交通大动脉。

村庄街市因古道兴衰
普集在远古时代为东夷地

区，是光辉灿烂的东夷文化发源
地之一。周时为齐国所辖。周王
朝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国的政治、
军事、经济统治，将大海之滨所
产的海盐顺达运输中原，便自统
治中心洛邑（在今河南省内）开
拓了一条通往东方的大道，名曰

“周道”。周道经过古谭国（今龙
山镇城子崖）东进，穿过今天的
明水、普集，通向青州、胶州和渤
海、黄海之滨。这是贯穿山东省
最早的一条交通运输干线。也完
全可以这样说，现在的胶济铁
路、济青公路是古老周道的历史
延伸。当时，一位谭国大夫出于
对周朝统治东方的不满与义愤，

写下了一首叫《大东》的诗篇，被
收录在了《诗经·小雅》中，成为
了目前济南地区最早的史诗性
篇章。诗中叙述道，“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周道平坦得如磨石，
笔直得如箭杆），“小东大东，杼
柚其空”（利用这条道路，周王朝
把东方的布帛都运走了）。从诗中
不难读出当时周道的宏阔与周王
朝利用这条道路对东方统治的严
酷。随着历史的发展，依附着古道
诞生了烽火台、驿站、寺庙、交易
市场，乃至村庄城镇的形成。在章
丘域内的龙山镇、明水镇、普集镇
即是其中之一。村庄街市因古道
而生存，因古道而兴衰，是这些
古镇的共同特点。

以渠、寺得名说
普集，古为“普济”，《续山东

考古录》载：“金普济镇，县（今绣
惠镇）东南三十里。唐莱芜县有普
济渠，当以斯渠得名，唐为莱芜县
地。”这是“普济”得名唯一见诸文
字的记载。普济渠早已湮没在了
历史的尘埃中，没有了丝毫的踪
迹，也没有留下其它的文字记载，
因而无法去考证其位置。《续山东
考古录》中也只是用了“当以斯渠
得名”的非肯定语。普济镇的得
名，在当地民间则另有说法。传
说，在古道旁有一座非常古老的
寺庙，名“普济寺”，后因在寺庙旁
盖起了房子，有了居民，渐渐发展
形成了一个小村，村便以寺为名，
叫普济村了。关于普济寺，目前还
没有发现其文字记载。民间口头
流传至今的是“大佛寺”，章丘最
早的一部县志明嘉靖修补蓝印本
第二卷《祠宇》篇中记载的是“石
佛寺，在县治东南普济镇”。其寺
遗址在今普集东西大街东首路
南。寺东墙外是一条南北走向的
鸿沟，被当地百姓称作“寺沟”。寺
北是一座横跨鸿沟的石桥，清道
光年间的县志记载：“普济桥，在
县治东南普济镇东，上有石栏，宽
可容两车。”石桥为白黄色砂岩石
构造，每边石栏由36个“和尚头”
连接构成。桥面长条石铺就，磨损
痕迹累累，承载着古道千百年东

西交通的历史重任。桥洞一孔，块
石砌碹，如券门。上悬石匾，镌刻

“普济桥”和一兽头。普济桥直至
20世纪80年代章丘七中扩建时才
被整体掩埋于群楼之下。

笔者经多方考证，“大佛寺”
“石佛寺”即民间传说中的普济
寺。普济寺在清末民初时被改造
为小学校。笔者在这所学校读书
时（1960年—1962年）寺庙大殿的
青石八棱石柱断块尚存，直径约
在1米以上，可见当年寺庙规模之
大。普济寺始建于何年，现已无法
考证。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
公元四世纪以后，随着少数民族
政权的建立，得到了空前发展，尤
其是北魏建国以后，佛教逐渐与
政治结合在一起，北魏的皇帝、皇
后和一些王室贵族都是积极倡导
佛教的虔诚信徒。皇室的提倡极
大地促进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
各地相继出现了造像建寺热潮，
佛教也由中原地区沿着古道向东
方传播。在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
的佛教传播路线经许多专家论
证，是由中原高僧沿着济南—淄
博—青州的古道路线沿途募捐，
建立寺庙，致使山东的佛教传播
进入了空前的繁盛期。举世闻名
的“青州石佛造像”，便是那个时
代的代表作。由此推论，普济寺可
能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
“普集在山东省章丘县东南濑河
滨。道通淄川县。地势扼要，有兵
房，胶济铁路经之。”濑河，即今普
集镇北之季节河。其上游、中游、
下游又分别名青杨河、东巴漏河、
漯河。濑河源于章丘东南山区苇
湾子泉，纳东南山区诸流入普集
镇，再纳长白山诸流经杏林水库，
最后在刁镇境内入芽庄湖，是章
丘境内的主要河流之一。1999年10

月出版的《章丘市地名志》载：普
集“据考，该村由普济、程家湾、范
家辛庄、孟家、窦家庄等 9个小村
合并而成，命名为普集。”清道光
年间编纂的《章丘县志》元明章丘
图考中记载：“金设延安、临济、明
水、普集四镇。”宋金时期，金兵南
侵，济南沦陷（公元1128年），济南
知府刘豫投降，成立伪齐政府，在
章丘境内设立延安、临济、明水、
普集四镇，改“普济”为“普集”。自
此，“普集”二字成为了最早见诸
于官书的地名。为什么改“普济”
为“普集”呢？传说是因在普济设
立 了 集市，并 规 定 以 每 月 中 的

“三、八”日为集市日（五天一集），
让百姓通货贸易，方便生活，发展
经济，称之曰“普济集”，进而被简
化为“普集”。普集阴历“三、八”集
市日一直沿袭至今。计算岁月，已
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金、元灭亡之后，到了
明朝，名字又改了回去。根据是明
朝嘉靖年间编撰的《章丘县志》中
所记“六乡十八镇”明确记载为

“普济镇”（六乡：关厢乡、清平乡、
西锦川乡、东锦川乡、明秀乡、下三
乡。十八镇：旧军镇、步村镇、普济
镇、水寨镇、新家寨镇、柳塘镇、临济
镇、刁家镇、文祖镇、明水镇、张家林
镇、魏郭林镇、濛口镇、大寨镇、博平
镇、大野镇、危山镇、段家桥镇）。志
书其它地方凡涉及其名字时，也均
以“普济镇”来记载。明嘉靖七才子、
散曲戏剧家李开先在《遊龙藏洞记》
一文中也有记述：“洞去城七十里，
暑热，即日不能至，宿于普济镇，次
日早起……”龙藏洞位于今普集镇
南赵八洞村四暨山腰。从章丘城（今
绣惠镇）骑毛驴经相公庄、博平村至
普集需半天时间，从普集经阎家
峪、孟家峪至赵八洞又需半天时
间。所以李开先一行从章丘城出
发游龙洞就必须在“普济镇”住一
宿了。清道光年间编撰的《章丘县
志》上，也均以“普济镇”用名。直
到民国时期，可能是因为湖北省
江陵县、四川省旺苍县分别也有
一个“普济镇”，才又重新以“普集
镇”命名，使用至今。

“普济”与

“普集”的嬗变

普集古镇

▲金建延安临济明
水普集四镇图

清县志记载普济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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