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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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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圣水水灵灵泉泉：：胡胡山山最最有有灵灵气气的的地地方方
古泉流水烁灵光

圣水灵泉，当地人称作“圣
水井子”。清道光《济南府志》记
载：“泉出山半，流入石井，不溢
不涸，祷雨辄应。”因庙宇筑台，
石井早已被垒入一道高峻矗立
的石墙洞内。泉井洞口方石拱
劵，成倒“U”字形。洞内深、宽、
高都在两米半左右。洞底即圣
水井。井为圆形，井壁用大块馒
头石砌甃，浑重透隙，生满了苔
藓，像朵朵的绿色大蘑菇。隙缝
间有清泉溢流。借助灯光的照
射，满井生辉，似有圣灵之光在
闪烁。井水经过大山的层层过
滤，至清至洁。丰水季节，泉水
经过井壁岩缝间流入台下石雕
龙头喷出，蓄于一石栏方形水
池内。据一位农人说，现在井壁
安装了暗道水管通向附近的小
李家村，供农户饮用。由于井位
地势高，泉水自然流淌，所以村
人用的是名副其实的“自来
水”。

迎洞口的石壁上，镶嵌着
一方石碑，石碑上以流畅的线
条镌刻着一帧菩萨画像：菩萨
乌发高髻，项戴璎珞，一手执净
瓶，一手执柳枝，衣带飘然，赤
足立于祥云之上。碑文是由朱
家峪村朱士豕撰写。文章以神
话的形式记载了康熙六十年

（1721）“是岁春夏，雨水衍期，
旱魃为虐。余奉杲宪（济南按察
使黄炳）之诚，顶礼胡山，祈祷
圣水古泉。恍然斯洞中见大士
之法身……取水有顷，未数里
而风云变色，随即沛泽，遍野甘
霖……”于是“兹因杲宪捐资重
修斯泉”。在洞内立菩萨画像
碑，由黄炳题“圣水灵泉”石匾
悬于洞门之上，并镌刻石联曰：

“祈数滴渊潜散长空而成时雨，
保万家烟火借斯泉以度丰年。”
自此，古泉灵气之名传遍四方。

圣水灵泉洞外是台坪，石
栏护卫。栏边坪角有石槽与石
桌。石桌面中间有一碗口大小
的石臼窝，半窝清水映着蓝天
白云，极有妙趣。据当地人讲，
臼窝中原有一石球，与臼窝结
合得严丝合缝，臼窝无水时，轻
轻一提，便能将石球提起，但
是，当臼窝有水时，无论你用怎
样大的力气，也很难将石球提
起，所以当地百姓便将石球冠
以“千斤石”的名字。如今，石球
不知何处去了，给后人留下了
无限的遗憾。石臼是做什么用
的呢？是古代道人用来捣药还
是舂米？还是另有其他的故事？
给游客留下了第一个谜。

五圣神祠飞来石

圣水灵泉之上是五圣祠。
五圣祠墙体为青色方石筑垒，
古朴厚重。上部硬山挑檐，青瓦
螭顶。左右墀头为砖雕，分别镌
刻“风调”“雨顺”字样。从外貌
上看，屋顶为两面斜坡式，同北
方传统庙宇建筑形式无异，但

其内部却有了迥然不同的变
化。内部墙体之上，没有檩梁桁
枋，是用一块块青砖组合起来
的空旷券顶，既像是圆弧形式
的洞室，又像是浩茫苍穹的部
分切块，结构严密，浑然一体，
券护拱撑着这座古老的庙宇。
在胡山极顶也有一座这样的建
筑，叫老君祠。老君祠的券顶是
方石结构，外面的砖瓦斜坡与
装饰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所摧
毁，尽管券石已经暴露在外面，
但它依然坚固如初，维护着老
君祠的存在，使观赏者不得不
惊叹喝彩古人所发明的这种

“外坡内拱”的建筑形式与技
术。祠内神像已无，墙壁壁画基
本不存。在中国北方有“五圣”、

“七圣”、“九圣”等庙宇，根据北
京颐和园中五圣祠所祀神位，
五圣祠中供奉的应该是山神、
土地、花神、药王和龙王五位神
灵。五圣祠始建何年，已无查
考。根据镶嵌在庙门左侧墙壁
上的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

《重修五圣祠碑记》记载“旧有
五圣祠一座”时间计算，五圣祠
至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另
据散落在庙南草荆中的两块碑
文记载，五圣祠在清朝道光乙
巳（1845）年和民国十五年又进
行过重修，民国重修碑上记载
着张家庄、李家庄、朱家峪、栗
家峪、亮甲坡“胡山东麓五庄”

庄长的姓名，由此可见，庙宇是
由五庄共同重修的。仔细观察，
五圣祠券顶下的青石墙上有梁
窝的遗迹，门左上方并有一被
锯断的木质梁头遗留在墙壁
内，由此可知，最初的五圣祠建
筑是梁杈结构的，青砖券顶是
某次重修时改建的。五圣祠前
有殿柱基石，由此推断，最早的
五圣祠前有殿厦，不知何年何
月坍塌，未再重修。五圣祠西南
林中还有许多建筑遗址和一盘
石碾，据村人讲，20世纪70年
代，这儿还住着一户人家，石碾
也许是他们留下的。

五圣祠的前面是灵官殿。
在道教神系中，灵官是镇守山
门、监坛护法、司掌天上人间纠
察之神，其形象是披甲执鞭、虬
须怒目。他的额上还有第三只
眼睛，什么妖魔魍魉都看得清
楚。灵官殿独立单间，矗立在圣
水灵泉石壁之上，远远望去类
似战争年代的岗楼一般。灵官
殿前后通门，皆为青砖拱券，雕
花镶嵌。旧时灵官立于二门之
间，“三眼分明遍观大地，一鞭
威武永护南天”，立于灵官殿
前，视野开阔，可俯视大峪，仰
观天象，也是夜空赏月、晨曦观
看日出东山的好地方。

五圣祠北的山坡上，斜躺
着两块巨石，像两座整体倾倒
的墙体。山之有石，并非奇怪，
奇怪的是，此处山脉（包括胡
山）为石灰岩地貌，山体石质皆
为裸露的石灰岩。五圣祠下的
大峪山体也是石灰岩构成的，
而此巨石石质却类似泰山上的
绿色花岗岩，令人百思不得其
解。在得不到正确答案的时候，
人们便赋予了这两块青色砂岩
巨石一个名字——— 飞来石，是
从何处飞来？又为何落于此处？
这是圣水灵泉庙为游客留下的
又一个谜。

四圣母祠故事悲

四圣母祠建筑在圣水灵泉
北面两块青色硕大砂岩蘑菇石

刘清理古体诗二首
□刘清理

敬观博平古村刘氏祠堂

祖辈志高远，捐资祖庙建。
宏伟起画栋，沧桑历百年。
群龙影壁立，玉阶九级攀。
九进五院落，双狮立门前。
殿脊盘飞龙，瑞兽踞两边。
榔柱森森立，雕龙祥云间。
东西两厢房，气象生万千。
映衬主殿宇，巍峨亦萧然。
偌大建筑群，层叠蔚大观。
庭前生兰蕤，翠柏耸云端。
抚栏多感慨，伟业岂等闲。
我辈多勉励，绍辉光彩添。

家乡赞

博平古村数千年，
商周时代有人烟。
南靠秀丽巴漏河，
北依高耸长白山。
东有五龙腾飞桥，
西边柳林群鹤喧。
村中道路平且直，
古楼新宇成大观。
历朝历代多名士，
村人绍续诗礼贤。
今逢盛世更兴旺，
村风和谐人向善。
栋梁之材行行有，
代代英才成美谈。

在胡山东麓有
一条南北走向的大
峪，叫圣水峪。隔峪
西望，在一面山腰中
的树木林荫间悬挂
着一片庙宇。庙宇地
势崇高，月台迭起，
参 差 错 落 ，雕 栏 如
画，在松涛柏韵中，
显得格外神奇壮观。
因为殿宇台基下有
圣水灵泉，被古人命
名为圣水灵泉庙。圣
水灵泉庙集山石林
泉殿台坪池于一体，
自古“文人学士时游
于此”，“我章邑之名
胜地也”。这儿是胡
山最有灵气的地方。
2000年1月28日，圣水
灵泉庙被章丘市人
民政府列为章丘市
第一批文物保护单
位。

文/片 于夫

（与飞来石同一种石质）侧，背山面
阳，地势高于圣水灵泉而低于五圣
祠、灵官殿，里面供奉的是泰山奶奶、
白衣观音、送子娘娘、眼光娘娘。主殿
建筑和五圣祠基本一致，亦是“内拱
外坡”无梁硬山独脊黛瓦的建筑形
式，不同的是主殿内拱为方石，比五
圣祠更为坚实。殿前增加了由四根八
棱青石石柱支撑起来的前厦，前厦的
占地面积和主殿差不多，额枋和挑檐
桁虽然被历史的风雨所摧残，但在游
者的惋惜之中，仍能显示出一种“残
缺之美”。八棱石柱笔直挺立，棱线鲜
明，同样显示出了当年营造工匠的高
超技艺，增添了这座建筑的庄严与华
丽。四圣母祠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

（ 1 8 9 7），重修于中华民国十四年
（1925），其中，在民国重修碑（此碑现
卧于五圣祠南荒草中）上记载了这样
一个悲凄的故事：“李家庄有李氏妇
者……其家素贫，而孝翁姑，睦邻里。
夫远贾，屡出不归，妇乃十指计生活。
翁姑相继殁，代夫殡葬，诸事悉尽
礼。”然而，更大的不幸又向她袭
来——— 丈夫猝死在了异土他乡。李氏
妇强忍悲痛，“泣凂亲族，多方乞贷，
迎夫骨归葬，且立石焉。”残酷的人生
命运，五雷击顶般的打击，使这位李
氏妇精神崩溃了。她“猖狂若颠，扬
言：‘吾四圣老母，能决吉凶’”，于是，
乡党里人，便劝其四乡口募，为神灵
立祠，弥补前世的罪孽，积修来世的
善果。李氏妇不辞劳苦，不避风雨霜
雪，颠簸流浪，不知用了多长的时间，
化缘募集了一笔资金。李家庄人利用
这部分资金于民国十四年重修了四
圣母祠。显然，一位鲁迅笔下祥林嫂
式的封建女性用悲惨的命运书写了
四圣母祠的辉煌。

近百年过去了，岁月风雨的侵
蚀，四圣母祠的前厦基本坍塌，又到
了应该重修的时候了。如果人类真的
有前生来世，不知道李氏妇的来生生
活得怎样，幸福吗？

笔者游完圣水灵泉庙之后，口占
小诗一首，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古泉流水清，
寺庙胡山东。
人间神仙处，
灵气叹秋风。

石臼窝

圣水灵泉

咱武工队再凭险据守不断
放冷枪，就能等到主力部队过
来打击这伙子王八蛋了。

好，金龙说得好 !大家听了
后都鼓起掌来。

刘队长说 :“咱明晚还有个
任务，趁着天黑，先去把垛庄据
点的吊桥给炸了，然后附近几
个村的民兵队就开始围着据点
放枪，别让鬼子和汉奸突出来，
和扫荡的鬼子里应外合。”

满意说，这好办，我家有根
长长的桐树杆子，那玩意儿不

沉，咱把炸药包绑在树杆子头
上，好几个人端着杆子送到那
边的吊桥墩子上，导火索顺着
树杆子捋过来，然后点着导火
索就跑，轰隆一声不就炸了。他
们再想修难了，因为咱的冷枪
开始不断地放了。

“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咱
就按金龙和满意说的办，明天
晚上先去炸据点吊桥，不过工
作分工还是改一下吧，改成县
大队在垛庄围据点，你们民兵
石匠多，去宋连崖起石头方便，

摆石头阵摆得也快，孙祥负责
埋炸药和手雷。”刘队长安排。

“炸了吊桥，炸药就不多
了。”孙祥疑问。

“没事，咱发动各家各户把
家里存有的土枪黑药和过年做
爆竹的黑药都给你归集起来，
够你用的。”金锁爷爷说，反正
咱庄的人会做黑药，你小子想
用多少也能给你做出来，不就
是“一硝二硫三木炭”嘛！

金锁插了一句，宋连崖那
边打起来，咋通知齐长城的烽

火台呢？
“这个有办法，咱每一个山

头上都安排一些像你这样的小
民兵，你们每人拿把土枪，听见
这边打起来了，你们就一个山
头一个山头地接着放枪，信号
不就传过来了。等你听见枪声
就赶快点狼烟，主力部队看见
后，很快就赶过来了。你说这办
法中不，金锁同志？”刘队长说。
金锁听见队长喊自己同志，高
兴得笑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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