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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灵岩石意博物馆
及普济桥

山东灵岩石意博物馆，位于
张夏街道金庄村水龙王工业园
内，是山东手造展示体验分中心。

博物馆以民间石制品及石制
加工工具为主题，主要收藏、展
览、研究以石质制品为主的民间
器物。现有藏品610余件，主要是
由山东灵岩石艺有限公司收藏、
捐赠而来。其推出的“扁鹊像”“举
方鼎”等文创产品在设计方面实
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制作的
雕塑标识具有弘扬传承文化代表
性，又有利用创新材料的运用性，
在设计理念及使用新材料都具有
时代性创新，为山东的代表性雕
塑文创产品。文创基地文物创新
结合张夏本地代表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技艺，收藏、展示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木鱼石雕刻技艺、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山玉石雕刻
技艺产品。文创基地与各高校以
及高新技术企业联合，打造非遗
工坊、非遗传承展示厅，逐步形成
雕塑、木鱼石教学实践基地。

对于有着将近一千年历史的
金庄村来说，不得不提的当数村
东南方向的普济桥了。“衔草寺建
修佛殿碑”有相关记载，该桥为清
道光年间建造，是衔草寺住持莲
光和尚主持修建的。

普济桥位于张夏街道金庄村
南夹河上，残存的石桥还有37个
桥孔，全部由青石板垒砌而成。后
来为了减少车辆的颠簸，在桥面
上铺了一层厚厚的水泥沙石。桥
墩和桥孔上的石板厚重粗壮，做
工也比较精细。由于石板的长度
不一，桥孔的宽度也不尽相同，最
短的青石板两米以上，最长的三
米左右。桥板的厚度大都在30厘
米以上。石桥桥面宽约3 . 1米，高
约1 . 2米，残存长度约90米。从残
存的桥面长度看，原来的桥长应
该超过100米。其规模在长清境内
同时期的桥梁中是绝无仅有的。

普济桥正处在原九省御道上，
因此承载过无数南北过客，尤其是
从京城去江南和泰山的皇家贵族。
此桥不仅在旧时是交通枢纽，就是
在104国道修建前的近200年里，也
一直保持畅通。保留部分虽经多年
碾压，但至今仍无断裂，桥体完好。
因此对于研究清代长清地区乃至
山东及全国的桥梁建筑和交通地
理，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摩崖石刻

漫步张夏王泉，循着山路拾
级而上，尽情享受这难得的古朴
与宁静，走在石头阶梯，再赏摩崖
石刻，独属于王泉的文化风韵便
唤起乡村文化记忆。

在张夏街道王泉村东南800
米处的山峪里，有6处摩崖石刻造
像，分别开凿于北山腰之阳、南山

腰之阴，均为自然岩洞略加雕琢
而成。已被列为山东省第四批文
物保护单位。

六处摩崖造像为：山上自北向
南依次为朝阳佛（面南）、义净师徒
四人及众官塑像（面西）、五十三参

（面西）、钱库单佛（面西北）、背阴
佛（面北），山下为看水佛。

王泉摩崖造像造型上据专家
判断为唐代中前期的作品。另背
阴佛右侧石壁题记，“圣像年深不
记，春镌石菩萨……明昌五年四
月”，说明在金明昌五年（1194）时
造像已存在很久了，这也从侧面
反映了王泉摩崖造像主像的年代
较早，至金明昌时，已经无人知道
造像的确切年代。

不论是义净师徒四人及众官
塑像、五十三参还是钱库单佛、背
阴佛，其中雕刻的人物、故事以义
净大师求经路上的传奇经历为创
作原型，另外很多雕刻内容与《西
游记》中的故事情节惊人相似。

馒头山

深藏济南的世界名山——— 馒
头山，海拔408米，因外形特别像馒
头，当地老百姓习惯称此山为“馍
馍山”“满寿山”。在群山连绵的张
夏街道境内，馒头山远远看上去与
周围的山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因
它那丰富的皱纹和陈年脉络，忠实
地记录了5亿多年的地质变化，在
2003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命名为
世界第三地质名山，当年又被列入
省级地质自然遗迹保护区。

从上个世纪初，中国一代又
一代的地质科研人员不断探索研
究，在馒头山地区发现了17个三
叶虫生物带，并确定馒头山为一
处最完整的寒武纪地层层型剖
面，从而成为中国寒武纪地质结
构划分的标准山。因此，馒头山也
就成为地质界公认的世界地质名
山。每年，都有无数地质专业的大
学生和相关专家造访馒头山，一
睹它沧海桑田的容颜。

盛夏忽已暮，浅秋正渐浓，不
妨在这秋韵正浓的好时节，一起
来馒头山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探寻山中的好景、好物！

木鱼石与真武阁

说到木鱼石，很多人会想到
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
剧《木鱼石的传说》，尤其是那首
主题曲“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
的石头会唱歌……”

木鱼石，也叫木纹玉石，因其
颜色、花纹、声音酷似和尚诵经敲
打的木鱼而得名。其产地只有一
处，就是张夏街道馒头山一带，属
于海底沉积物，是形成于距今约

5 . 5亿—5 . 8亿年间的矿产资源，
储量有限，不可再生，极其珍贵。
据《本草纲目》记载，木鱼石系珍
稀中药材，其性甘平无毒，有定六
腑、镇五脏之功效，久服有强力、
耐寒、耐暑、不饥、轻身、延年不老
之神奇疗效。后经多家权威部门
鉴定，木鱼石中含有多种人体必
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保健和
美容功效卓著。木鱼石雕刻技艺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张夏街道靳庄村有一个假
期必去之处，那就是九省御道遗
址——— 真武阁。真武阁又名“玄帝
阁”，是为供奉真武大帝所建。真
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玄武大帝，
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北方之神，
为道教神仙中赫赫有名的玉京尊
神。因而在我国北方，一般在交通
要道或重要关口等要冲都要建一
座真武阁，以镇压一切不祥之邪。

靳庄真武阁于明代创建，清
代重修，自从建成之后,颇受皇亲
贵族、朝阁大臣的重视。明清皇帝
泰山封禅必经此地，因此真武阁
也成了名符其实的御道。

真武阁建于高 4 . 9米、宽
9 . 11米的高台之上。台基下中部
用石拱券成通道，南北贯通，券门
南面横额上书“真武阁”三个大字。
阁为硬山顶、单檐，面阔3间，进深3
间，并有迎壁，阁额为“齐川通鲁”。
阁子下的门洞原为连接齐鲁之地
的南北要道，历史车辙的痕迹依稀
可见，门洞内墙上有石刻字、图画。
墙壁内有明嘉靖年间（1522—1566
年）重修真武阁龙首碑1通，保存尚
好。靳庄真武阁于1991年被列入
为长清区文物保护单位，吸引了
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莲台山

莲台山位于张夏街道东约五
华里，此山环抱如城，形似莲朵，
又似佛座莲台而得名。传说汉代
大将军娄敬曾在此栖隐，又名娄
敬洞山。境内气候宜人，自然风
景优美，植物众多，树木达33科
100余种，鸟类8目14科30多种，
是一处“天然氧吧”，有“江北第
一植物园”的美称；文物古迹荟
萃，有张仙祠、观音堂、玉皇殿、
主佛殿等；奇峰异洞多且深藏绝
胜，有娄敬洞、老君洞、王母洞、
朝阳洞、青龙洞、火龙洞等72洞，
有些洞都是内洞、洞上洞，真是洞
穴处处神奇奥妙。

欣赏完美景、探寻完古迹，还
可以到山下的莲台山宾馆尝一尝
以清香、鲜嫩、味纯著称的莲台山
美食，其一菜一味，百菜不重，环
境优雅，在唤醒舌尖味蕾的同时
也享受一下这安逸假期吧！

晓露泉

走一走，转一转，便看到千年
古柏盘青藤，幽深石洞出凝露之
处——— 晓露泉。其位于张夏街道
积峪村东北山崖下，是济南市七
十二名泉之一、灵岩寺外八景之
一、张夏八景之一，始建于明朝，
相传因泉水由晨露凝聚而成得
名。泉水来源于一天然洞穴，洞高
1 . 8米，深3米，宽2米。泉水常年
汩汩流淌，源头从山脚下石缝中
流出，井中的水伸手可及，原是积
峪村主要饮用水源。泉水淌入一
石井中，井四周是一修砌的石洞，
洞上有一棵千年古柏，是长清在
册的古树名木，青藤缠绕着苍翠
的古柏，树、藤互依互恋茁壮葱
郁。树形奇特，景色壮观。

洞外建有一长方形蓄水池，
水池面积十五六平方米，上方用
12根青石柱和石条、石板做围栏，
泉水自洞中通过暗道流入池内。
水池正东处安装着用汉白玉雕刻
的“龙头”，清澈透明的泉水不断
地从龙口中涌出，流进水池，溅起
一团雪白的水花。龙头上方，由著
名书法家蒋维松先生用篆书题写

“晓露泉”碑额。洞穴上方建一北
方传统正四角亭，置身于亭内，远
近农舍点点，袅袅炊烟，如入仙
境。泉池周围长柳环绕，上方千年
柏树，更显泉水自然幽古。晓露泉
泉水清澈之中透出莹莹绿，集水
的妖娆和玉的温润于一体，闲暇
时光，品泉赏景令人心旷神怡，整
个泉池依山傍溪，曲折自然，为一
清新幽栖之胜境。

巨幸运与寿杖斋

今年，位于张夏街道焦台村
杏运广场的“巨幸运”御道花开文
创产品一经亮相，便成为张夏新
晋网红打卡地。其创作灵感源于
九省御道千年张夏的美丽杏花，以
张夏万亩御杏园里的杏花花瓣为
造型设计，杏花谐音幸花，寓意幸
福美好，春意盎然；枝干是长清区
百里古御道的线路形状，象征御道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当漫山遍野
的杏花盛放，唤起人们对春天的

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巨幸
运”的矗立，实现三月杏花四季可
赏，让杏运时时陪伴游客身边。

同属于焦台村的还有一个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清寿杖，
它是由祖传木雕艺人李树忠以花
椒木纯手工制作的寿星拐杖，于
2018年8月被评为第七批济南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手
工技艺的魅力，深度了解长清寿杖
的雕刻手法与艺术特点，在张夏街
道焦台村增设非遗手造展览中
心——— 寿杖斋。寿杖斋以农家小院
的形式向游客呈现，室内展览面积
达上百平方米，可同时容纳数十人
同时参观，屋内陈列造型各异的寿
杖百余件，还有第五代传承人李
树忠现场制作，展示非遗的非凡
技艺。非遗手造展览中心呈现出
一个具备文化温度和质感、集游
览与体验于一体的非遗沉浸式体
验文化空间，多角度展现张夏街
道文化生态的底蕴和魅力。

张夏大桥

在张夏，也许很少有人想过，
一座桥和这个城镇的发展有如此
紧密的联系，横跨北大沙河，一头
连着历史和当下，一头连着未来
和远方，跨越南北交通，见证繁华
变迁。历经50余载的修建重建，或
许再没有一座桥能像它那样牵动
人心，承载着老张夏人的情感与
记忆。这，就是张夏街道新的地标
性建筑——— 张夏大桥。

自张夏大桥7月1日通车后，
市民便络绎不绝前去观赏打卡，
夜间的张夏大桥已然成为张夏的
又一道亮丽风景！夜间桥体两侧的
灯带以光为韵，不断变换角度，映
射出一道道色彩鲜艳、五颜六色的
激光，使得北大沙河两侧的树木及
河道也沐浴在这流光溢彩之中。走
在桥上，夜色摇曳生辉，灯火倒映
在流动的河水中波光粼粼，心情
颇为激动，可谓美不胜收!

秋高气爽，晚风习习，沿着张
夏大桥，快来享受夜间清爽的自
然之风，感受千年古镇的时代新
魅力吧！

沿着御道游张夏
“九省御道 千年张夏”邀您来沉浸式打卡体验

“千年张夏 义净故里”。
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长清张
夏街道自春秋以来就是南北
通衢的御道要地，是通往泰
山、灵岩的必经之地。清顺治
年间，九省御道开通，南北贯
穿张夏，众帝王将相、文人学
士经行此地，遗留下大量的御
道古迹、御道好物，凝结着独
特的张夏味道。打卡体验御道
沿线的好景、好物、美食，共
同领略千年古镇散发的时代
新魅力。

晓晓露露泉泉 史史燕燕 摄摄

编辑：彭传刚 组版：刘燕

馒馒头头山山 夏夏吉吉超超 摄摄


	E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