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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有句俗谚：“三山
不见出高官”。据考证，这
三山指的是济南明府城中
的历山、灰山和铁牛山。
(据清人濮文暹《华不注
山》诗有云：“我闻济水南，
沧桑变未休。历山久无顶，
耕者沉铁牛。”又注曰：“历
山、铁牛山久埋入地，今成
市衢而存其名曰历山顶、
铁牛顶云云。”)民间传说，
这三座山是大舜放置的，
目的是镇住济南城中渤海
的海眼。这三座山是相互
看不见的。

此山非彼山

山还互相看不见？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 先 ，我 们 得 明 白
“山”的含义。现代人一提起
“山”，映入脑中的便是泰
山的雄伟、黄山的秀美，抑
或喜马拉雅山的高峻。但是
古代人所说的“山”，其实指
的不仅仅是高耸的石质山
峰，凡是高出地面的，都是

“山”。(《国语·周语》云：“山，
土之聚也。”)，所以说，老济
南口中的“三山”，其实就是
三座高出地面的土坡，是
地名，而不是山峰。

在西汉年间，济南构
筑历下古城时，这三座高
坡位于历下古城之外，称
野外高坡为山并不奇怪。
后来，随着城市扩大，这三
个被称为山的高坡被圈在
城内，人们在上面构筑房
屋，逐渐成为有山名，而人
不知其处的尴尬状况。那
这三处土坡是如何消失的
呢？众所周知，伴随山洪及
人类的活动，城市地面是
逐渐抬升的，但高处比低
处地面抬升速度要慢很
多，两两相较，高坡也就不
那么高了。

这三座山的身世扑朔
迷离，围绕这三座看不见的
山又衍生出许多故事，人们
出于不理解产生附会，来解
释自己的疑惑。这三座山究
竟何来，逐一探讨之。

历山不是千佛山

如今，一提历山，大家
往往想起千佛山。其实“三
山不显”中的历山，并没有
这么巍巍壮观，它就是历
山顶街上的一块石头———
历山石。

济南的按察司街在明
代被称为在“历山顶”，今
历山顶街仅为其南段。自
此往西至舜井街，往东至
十亩园，这片区域便是城
东历山。

关于城东历山的记
载，大部分散见于前人笔
记诗文中，志书鲜有记载。
最早的记载见于唐封演

《封氏闻见记·卷八》:“齐州
城东有孤石，平地耸出，俗
谓之历山。”同时期的《酉
阳杂俎·卷十四》云：“齐郡
接历山上有古铁锁，大如
人臂，绕其峰再浃。相传本
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
锁之。挽锁断，飞来于此
矣。”因言“古铁锁，大如人
臂，绕其峰再浃”、“飞来于
此矣”等语，应就不大的

“孤石”而言，也是说的城
东这座历山。

但唐代的“历山孤石”
并非今天历山顶街的“历
山石”，《封氏闻见记·卷
八》云：“齐州城东有孤石，
平地耸出，俗谓之历山。以

北有泉，号舜井。东隔小
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绝，
云是舜东家之井。”可见，
唐代的“历山孤石”在舜井
以南，近世的“历山石”在
现在的历山顶街、舜井以
东，并非同一块石头。

那如今的历山石又是
从何而来呢？到了清代，历
山顶街的北段被改称为按
察司街，今天所见的历山
顶街不过是明代历山顶街
的南段。随着街名的湮没，
历山顶逐渐被人遗忘。清
末民初，因历山顶街之名，
遂指认另一块裸露的石头
为历山，也就是我们近世
所见的“历山石”。

究竟真正的“历山石”
在哪儿，如今还是一个谜。

灰山被淹没在明湖下

灰山原位于46号院济
南汇泉寺街中东屋的西南
墙角下。灰山是一块平地
突起、表面凹凸不平的灰
黑色“怪石”，其质地为石

灰石，高约0 . 3米，长约0 . 7
米。这座山命途多舛，曾被
砌在民居墙下，大明湖扩
建后，移至百花桥西灰山
亭东北侧水域内。

灰山是最具有传奇性
的一座山，据传山石上每
日生灰若干，若扫净，第二
日依然如故。至于为何今
日见不到这等奇景，也有
两 个 传 说 。一 种 说 法 是
1949年冬，一邓姓妇人深
夜外出惊吓了“灰仙人”。
另一种说法是“文革”时
期，灰山附近有一老者醉
酒将灰山打断，从此灰山
不再生灰。

灰山一带，长久以来
都是高地，即便宋代大明
湖泛溢时也未将其淹没，
一直是通往北水门的必经
之 路 。宋 神 宗 熙 宁 四 年
(1071年)六月，曾巩来到齐
州后修建了百花堤，也就
是济南人所称的“曾堤”，
百花堤的南端起点就在灰
山附近。

文庙里的铁牛山

铁牛山，如今安放于
济南府学文庙铁牛亭，其
实就是一大块铁，长约1 . 5
米、宽约 0 . 6 米，略似牛
状。铁牛山最初在府学玉
带河西南，后掩入地下，
2001年10月在庠门里街12
号被发掘出土，现存府学
文庙内。

明万历年间王象春在
其所著的《齐音》里注曰：

“(铁牛)在府学大门内，犹
微 露 其 脊 ，盖 建 城 之 镇
也。”因为神秘莫测，被指
为镇城神物。铁牛山的神
秘之处，在于铁牛的铁含
量非常纯，达99 . 98%，要远
远高于人工冶炼的铸铁。
这究竟是天外来客还是人
工铸造还是个谜。

有人问了，为何这块
石头就跑到了庠门里街了
呢？原来这个铁牛是摆在
北关的，后来因为历史的
变迁，有人便把铁牛运到
大明湖底去镇湖怪了。时
间到了1958年大炼钢铁之
时，有人把铁牛从大明湖
中捞了出来，想把它炼了，
但是铁牛太重了，先后累
倒了不少壮劳力，人们才
不得不把铁牛运到芙蓉街
埋了起来，直到现在才重
见天日。

开元寺遗址，大佛头，黄石崖石刻造像，
佛慧山这一组文化景观，在济南名头很大。
鸿儒与白丁，官员和布衣要是说不出个相
关的一二三，就没大有底气说自己是济南
人。我是这里的常客，隔些时日就要走一走，
但不敢说相熟，山的深刻就在于，朴拙于外，
内藏大千，这里岭那里峰，换换角度，就有不
一样的面貌呈现。去年就闻听修葺开元寺
遗址的消息，心不免一惊，不知是喜悲，还是
祸福。真担心现代的所谓修缮，戴个保护遗
迹的帽子就给毁了。

前段时间我独自去了开元寺。从下部的
石阶看，上山的这条踩踏千年的古道能留的
全留了，有一条用立石砌垒的小径还被铁链
围护起来，路边一棵茂盛的车梁木，形成了
新的一景。开元寺建起了大门，遮了不少的
嘈杂，本该安静的空灵地终于有了份宁馨。
倾圮的大殿的屋基都规整了，四围山体上的
石刻也都保持着旧时的样子，西边配殿的山
墙还保留着，地面一改往日的凹凸不平，来
游览的人不再深一脚浅一脚走动。

开元寺的植物很有特色，四围有几十
株粗壮的车梁木，一改庙宇皆松柏的惯例。
车梁木坚韧，外表粗粝，是现实主义版本的
材质，如归属文化当是儒家。院内新植暴马
丁香数株，此树又称菩提。我在树前小立良
久，未能身似菩提了，可能是性情懒惰，世俗
红尘集垢太重，而又无心拂拭之故。车梁木
与菩提照应，一实一空，一有一无，说不出的
妙趣，可谓匠心独运。东西还有两墩青檀，与
古刹照应，这一笔应景，看不出半丝新作的
痕迹，巴金先生说过“最高的艺术无技巧”。

对开元寺修整的担心有些多余，如同
收拾一间旧房，仅仅是做了件洒扫庭除，
物件规整的事情而已。尊重自然，尊重历
史，尊重历史河流中的废墟不是一句口
号。圆明园若重建，吴哥窟如重修，古罗马
的大角斗场如再恢复，那真的是相当于鞭
尸，毁灭一次不够，连灵魂也再遭劫难。废
墟之美，荒凉之美，这是自然最伟大的作
品，一般的小手笔不会出这样的杰作。

这一脉山是济南不可多得的神来手
笔，当地人钟情于此实属情理之中。大自
然天女散花般将黄石崖这一笔优美的线
条留于西部，这里还有黄石公的遗迹，可
能是怕佛家太空，刻意让道家作陪。也可
能是大隐黄石公本就青睐于此，不等召唤
就急急落脚。更早的舜翻过历山，在此耕
耘，山脚下留舜田花海。山下居儒，半山飞
佛，凌空见道，好一个儒释道的大集结。

佛慧山下的开元寺用了藏和隐的笔
法，而半山绝壁上的大佛头就是用了现和
透，造寺的笔法也属上乘。从凌空飞架的千
米画廊，过黄石崖，下清风台，拾级而上轻松
就可至大佛头；自开元胜境入，经幽径山谷，
至开元寺上行，到春风渡，再费些气力亦能
抵达。无论走哪一路线，都可以从从容容地
走，因为新修的路径四通八达，整个山脉络
都活了。

时下的节奏，无一人不疲惫，亲近自然，
走进自然的人越来越多。佛慧山是可以放
慢步伐的地方，不必要急着性子赶路，佛慧
山也不需要吃力的攀爬，没有那么多的崖
壁和崎岖，佛慧山是可以由着性子散步的
山，缓下来就有了诗意。节奏一急促，所有的
美景你会迅疾闪过，所有的念头和灵感也
很难驻足你的灵魂。远看佛慧山有些平实，
走进去才会见她的气象万千。有秀美的沟
壑，也有雄浑的大褶皱，从开元寺西望，特别
是在大佛头那个点看过去，那几个层次山
石叠加，还都夸张地昂着头，像是神龟奔海
的模样。羊头山很有雄姿，挺着坚挺的骨骼，
像是昭示一种挺拔的人格，这羊绝非绵羊。
每次看羊头山，我都生出深深的敬意。

我喜欢佛慧山的冬天，当树叶渐渐凋
零，佛慧山就瘦了下来。没有植被的遮蔽，
我可以和山走得更近，很多被绿树繁花掩
藏住的也裸露出来。静下来找一处无人的
去处，可以是罗袁寺顶，也可以是羊头山
巅，一个人独坐良久，几乎可倾听到大山
有力的心跳。大诗人孔孚先生说，佛慧山
藏有一颅的智慧，我天资愚钝，不知能得
益于此吗？如能开悟方是大得。

济南府学文庙铁牛亭中铁牛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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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和日丽的春天，五六位妇女坐在湖边的青石板上，一边聊着家长里短，一边悠闲
地洗着替换下的衣服。旁边的水面上，芦荻已经开始肆意生长，一只无人的画舫泊在水中
等待着游客——— 这是一张摄于1928年的济南老照片定格下的场景，如今，这种景象在济南
已成历史。通过老照片比对，妇人们临水洗衣的地方位于今大明湖汇泉寺岛西南角，大门
朝西。汇泉寺岛原名清凉岛，因建有汇泉寺而改称“汇泉寺岛”。岛东侧原来有土堤与岸相
连。岛边砌筑有青石板，附近居住的家庭妇女多喜欢来此洗衣。

︻
影
像
老
济
南
︼

济
南
妇
女
湖
边
洗
衣

□
撰
文/

供
图

阿
雍

漫步佛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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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济南】

济南大明湖扩建后，在灰山之

侧建灰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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