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章 丘

南南大大寨寨访访古古

（接上期）
三个孩子一天灭了一小群狼的故

事很快在四里八乡传遍了。乡亲们都在
传老金家那个半大小子金锁可厉害了，
是个惹不起的主，狼咬了他一个耳朵，
他带着小伙伴宰了7只狼。金锁头上的
伤口被野狼撕扯得创面很大，流的血也
不少，幸亏这孩子身体素质好，没失血
过多昏过去。独立连的一个卫生员当天
正好来给县大队队员普查身体，看金锁
这情况，连夜给金锁缝合清洗了伤口。
金锁肉体的伤口虽很疼痛，但这孩子是
条“汉子”能忍。他最担心自己的光辉形
象被毁，一直偷偷地掉着眼泪在家里郁
闷，直到翠花和她娘提了一篮子鸡蛋来
看他，翠花明确地说，“金锁没了一只耳
朵也会嫁给他。”这小子才自信阳光地
愿意出门了。毕竟在这四里八乡的谁亲
手屠过这么多狼，也就他金锁呗！

第四十节

金额和二嫚竟然八字不合

金额要去二嫚家换庚帖的日子到
了，金锁亲自挑选了一只健壮的公羊
和一只母羊让金额牵着，金锁爷爷还
打发金龙用独轮车推了200斤小米一
块给二嫚家下聘礼。这次满意爹和娘
作为红媒还得搭上一天工夫陪着再去
一趟，这也是垛庄地区的婚嫁老规矩，
婚事牵扯财物的时候一定要有媒人跟
着，一方面是婆家不了解男方的真实
情况，需要媒人介绍和说明；另一方面
对两方的财物往来也好有个见证。要
是婚事一方毁约，那毁约的一方送出
去的东西就不能往回要了，这是规矩。

满意爹和娘有了上次去二嫚家的
经验，已经断定房家人包括二嫚对金额
的印象都很好，金额也相中了二嫚，这
次保媒也就是走个形式，给两家牵牵线
就好了。虽然耽误了家里的活路，但一
个村的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也就乐
得保媒牵线。一路上两位老人家说说笑
笑和金额、金龙拉着家常到了二嫚家。

由于上次来时已经约定好，二嫚
的爹和娘早就把茶水酒菜都张罗好
了。全家人加上请来的房家的族人都
笑嘻嘻地在门口拱手相迎呢！满意爹
和满意娘走在前面，金龙推着独轮车
走在后面，金额牵着羊红着脸走在最
后。二嫚的家人金额都已经很熟络，但
是今天房家二嫚的嫂子婶子、大爷大
妈都出动了，都要来看看金额的风采。
老爷们儿还好，盯着金额看上几眼也
就算了，那些婆姨们可没一个善茬，盯
着金额评头论足、指手画脚，让金额恨
不得扒条地缝钻进去才好。

外面这么多人，二嫚自然不好意
思出门，好在大钢和金额平时处得不
错，看着未来的姐夫臊得脸像红布一
样，笑呵呵地牵过金额手里的羊，把金
额拽进了院子。女人们开始评论金家
带来的聘礼：吆！两只羊成色不错，看
这只母羊肚子都很大了，过不了多少
日子，估计要下小羊羔。你看人家还推
来200斤谷子，这聘礼可够重的！二嫚
的一位远房嫂子酸溜溜地说。

房老先生的老黑叔的儿媳妇还
说：“你们不知道吧！人家媒人上次来，
还带了一张狼皮过来，二嫚爷爷已经
当褥子铺床上了，那东西祛风寒，大冬
天睡觉时铺在身子底下就像着了火一
样暖和，咱村里姑娘出嫁还没有人能
收到这么贵重的聘礼呢！想当年俺男
人娶俺就给俺扯了身新衣服，这不把
俺骗到你们乔子村了。来了才知道家
里穷得叮当响，早知如此俺也嫁到老
金家啊！”房老黑的儿媳妇说的话，引
得大家哄堂大笑。谁知这话却被房老
黑恰巧听见了，狠狠地跺了跺脚，守着
这么多人，一个老公公也不能出去当
面责骂儿媳妇，只能边走边骂躲一边
儿了。 （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6677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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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隗学芹

位于章丘市石匣村附近的兴隆寺，
还是多年前去过。

那时的兴隆寺，几间古朴的僧房，一
位坐班的长髯飘飘、仙风道骨般的僧人，
静默坐在禅房里，对我们的到来，不惊不
语。然后是飘绕的香火，有点冷寂。僧房
背后，便是翠色屏障的轿顶山。去时，正
值初夏，山上一片浓翠，给山腰的僧房撒
下绿的海涛。

今秋再访兴隆寺，只见漫山遍野的
红叶，那些叶子有的还未红透，有的已是
火红，还有正绿得欢的植物挤在期间。于
是，山体的色彩斑斓起来，一座山就像孩
子的水粉画，流泻着飞扬的色彩，美不胜
收。

山不高，而且上山的路刚被推土机
平整过，走来很不费力。路两侧是金黄的
野菊花，在晴好的秋阳里，盛放着，散着
幽幽的香。

走至兴隆寺门前，山的左侧正在修
建房屋，看去是二层的楼房。问及施工人
员，原来是为远道来修行的人盖的宿舍。
我们这才晓得兴隆寺已经发展到不小的
规模，不再是十多年前我看到的孤山孤
院孤僧的样子。问及现在的住持是谁，施
工的老者说，是一位三十七八岁的女僧
人，这又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致力于佛学
的是位女子，这很让我们有要见一面的
想法，只可惜，这位僧人有事外出了，要
到下午晚些时候才能回来，这让我们不
无遗憾。

兴隆寺门前的九十九级石阶，耸然
直达寺门，步步拾阶而上，内心升腾着敬
慕、肃仰！

进得僧院，一棵擎天的古松迎门而立，
它的直透苍天的遒劲，诉说着多年的悠悠
岁月。古松树高16米、粗2 .06米，有诗对其描
述：南山幽幽藏古寺，直松苍苍冲云天。诗
是谁的杰作无从考证，但是这棵笔直的要
与天比高的苍松，它的傲然不屈，历经几百
年风雨，孤独立在这里，努力成长的姿态、
俯视苍生的气势，让人心生感慨膜拜。

相传兴隆寺是章丘、莱芜、淄博三地
交界周边地区的佛教活动场所，有着悠
久的佛教历史渊源。该寺始建于唐朝开
元年间，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复
修。兴隆寺自建成以来，历经宋、元、明、
清、民国至解放后。抗战时期，据说廖将
军负伤，躲藏在兴隆寺，寺里僧众冒着生
命危险，和来搜寻的敌人斗智斗勇，倾尽
全力保护了抗日将领，直到廖将军身体
复原。

兴隆寺是灰砖青瓦的四合院建筑，
一座小小的院落，依山傍水，古色清幽。
轿顶山犹如敞开怀的慈母，将兴隆寺环
抱怀间。在寺内正殿供奉着如来佛祖、观
世音、文殊、普贤，东殿是伽蓝菩萨，西殿
则是地藏菩萨。在正殿的左右两边，各有
园门通着院落。西侧的院里，有观世音菩
萨的塑像以及碑文。东侧院落是一排房
屋，门关闭着，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好奇的侄子推开木门，迎面是弥勒
佛的塑像，一侧是三位低眉善目的菩萨，
在俯视着众位弟子。两边各排列着十几
个蒲座，应该是僧人在这里做功课的地
方，师傅的木鱼放在佛像前面的桌几上，
这些整齐的座位，说明来这里学习佛文
的真不少呢。一个座位上，放着叠得整齐
的咖啡色衣服，估计就是那位远走的法
师的衣服了。进了门，应该是和佛有缘

了，不然怎么会独独我和侄子来到这间
宽大的功课房呢？于是对着正面的弥勒
佛深深拜上三拜，心里满满升腾起一股
肃穆、崇敬、对佛法的敬畏之情。回来查
阅有关资料，原来这就是兴隆寺的念佛
堂，是众位弟子学习经法、修行的地方。

下山时，又经过那片用水泥墙围着
的院子，来时从院门看到里面是很荒的，
以为是正在建设中的设施，所以没放在
心上，还是侄子问这里是做什么的，我
笑：“既然想知道，就进去看看。”受了我
的鼓励，侄子飞跑过去，探头进去看了
下，回过头来说：“是些石碑。”听到如此，
走在前面的人又都折返回来，纷纷到院
里去看。原来这是历代住持圆寂的地方，
他们的坟墓低矮，在前面立有石碑以作说
明。大师们都很谦恭呀，他们生前追求淡
薄、潜心修行，死后也只是一座低矮的土
堆，砖石砌起的小小空间，说明着他们对生
死的看淡，生前不追求名利奢华，死后更是
仅仅占用一小小空间。再看迎着院门的石
碑，背面是“福”字，两侧对联：真山自有真
人卧，吉地容多吉士居，横批是：别有洞天。
大师们的一生写照都在这里了。

回来后打开兴隆寺官方网站，才知
道现在是释圣进法师在主持寺内活动。
想想第一次去兴隆寺时，路还只是荒凉
难走的乱石山路，需要细细小心，才可以
走至寺内，而今路已做过平整，估计经过
诸多努力，一定会修一条通向佛门的通
途。那些蹒跚而来的老人，再也不用受路
途艰辛之苦了。

回望兴隆寺，她的兴起繁盛，不仅仅
是源于她的佛法慈悲，更是源于她所坚
持的正义！巍峨的九十九级汉白玉石阶，
从下看，在一路高上去，再高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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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林林掩掩映映兴兴隆隆寺寺

□孙廷华

章丘版图上有南、北两个大寨村。北
大寨位于黄河南岸，古来是章丘北疆的
战略要地；南大寨属于文祖街道辖区，离
齐长城“锦阳关”两公里，是春秋战国时
期的齐国南疆。锦阳关的位置两面是山，
中间平坦，犹如“凹”字形状，锦阳关就像
闸门卡在了缺口之处。齐国为了严守这
个重要关口，在现在南大寨村的位置上
扎下一座兵营，被称为“大寨”。

南大寨村原名叫“大驿”，位于现村
北边的西山下和黑峪口之间，是转运官
物、传递公文之场所，也是南来北往的客
商栖息之客栈。秦朝统一中国后，守候关
口的兵将撤离，营盘废弃，大驿的老百姓
便搬进兵营居住。沿袭此前的叫法，“大
寨”便成了村名，原村落逐渐坍塌荒废，
地名也黯淡消失。

如今走进南大寨村，还能看到这座
兵营和战略布防的痕迹：高四米的两段
残留围墙、长城守兵居住的山寨、安火炮
的石头底座、燃火台等等。锦阳关西侧的
城墙岭上有两座烽火台，遇战事点燃烽
火，大寨和山寨里的兵将不足半个小时
就会合围到锦阳关。因而，战国时期的锦
阳关有“固若金汤”之称。

齐长城缘山而建，西起防门（平阴古
城南三里）东至黄岛（青岛小珠山），共设
了四个重要关口。博山一带全是高耸的
山岭，崎岖惊险难走；历城、长清一带只
有防门是通道，但它在齐长城的西端。因
而，蜿蜒千里的齐长城只有锦阳关既是
战略要塞，又是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必经
之路，所以，造就了南大寨村这古来的通
商枢纽中心。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南大
寨村重修长泰桥碑文载：章邑大寨庄者，
道贯南北两京，路达远近十省，周围商贾
接踵而至，车马蚁行而来……”以此可见
那车水马龙的曾经繁荣。

南大寨村曾有“七十二店”之说，沿
街布满大车店、客栈、货栈、作坊、酒肆
等，还有数十家钱庄。清道光二十七年

（1847）南大寨立集，有“青野村”、“黑峪
村”等十家钱庄捐款；清光绪元年（1875）
重修镇武阁，碑文载“双和堂”、“春荣堂”
等11家钱庄捐款；民国十四年（1925）修西
坡道，碑文载“福德厚”、“恒昌号”等9家
钱庄捐款。也正是这数十家钱庄的融资

放款，才保持了这个历史古村的经济繁
荣昌盛。

齐国修齐长城设锦阳关为军事要冲
时，也在关以东两公里处设了经商通道，
叫“锦阳关东门”。此门为拱桥形状，高2 . 6

米，南北长3 . 2米，宽2米，为青石砌成。此
门车马畅通无阻，从莱芜直接进入南大
寨村。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无数战火和风
雨侵蚀，城墙都已坍塌，但这个锦阳关东
门还基本保留完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因南大寨村是交通要地，古来战事、
匪患多多。清同治六年，捻军曾从今莱芜
鲁地攻破齐长城后迂回占领此处，在村
北的黑峪口与清军发生激战。民国时
期，土匪刘桂堂多次来此绑票抢钱抢
粮。1939年，日寇占领该村烧杀掠抢，扒
掉了锦阳关和城墙，修起了碉堡，使这
个古来的繁华之地毁于一旦。1947年农
历二月二，解放军十纵某部以迅雷之势
歼灭了该村的国民党守军，占领了周围
大小山头，阻击了国民党的增援部队，
保证了莱芜战役的胜利，老百姓叫做“二

月二打围子”。
南大寨村有座碑林墙，镶嵌着从明

朝嘉靖年间至民国时期的19方碑刻，有
“大寨店”的横匾、“镇武阁”重修记等等。
其中有两方碑碣研究价值极高：一是加
修长城碑，为清代同治三年（1864）九月
立，记载了分六个段重修了齐长城墙，承
修的村庄和章丘善人捐款载入详细；二
是清代光绪九年（1884）的“禁赌碑”，由本
村陈方美、孙发青等人发出倡议而上报
县衙，制定了村庄自治的公约，把“犯国
法、失家教”等列为十戒，还把“地棍、酒
徒、匪人嚼（骂）街等”列为追究条例。前
人们订立的做人之道德规范，实在令现
代人望尘莫及。

从战国时期兵营，到嬗变成百姓居
住的村落，石墙、拱桥、商道、碑碣，这是
一部历经沧桑变幻的史册。坍塌的城墙，
残留的烽火台基底，还有那屯兵的古山
寨遗迹，给后人留下了研究齐长城文化
的珍贵样本资料。

哦，南大寨村，正等待着人们去读懂
她……

拱桥是战国时期齐长城锦阳关东门，南边为鲁国，北边为齐国，今为章丘文祖街
道南大寨辖区，古来是条经商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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