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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式矩(1882年—1967年)，
沂南县依汶镇五空桥村人。五
空桥村，位于马牧池乡与铜井
镇 之 间 ，是 一 个 地 处 汶 河 北
岸、三面环山的小村庄，在抗
战时期属于常山区根据地。从
1 9 2 3年起就担任庄长的刘式
矩，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抗
战爆发后，一直全力支持民族
抗战。徐向前、罗荣桓等人也
多次来五空桥看望刘式矩，勉
励他为抗日统一战线多做贡
献。

1 9 4 1年秋，八路军山东纵
队计划在五空桥建立一个肥皂
厂，并调集人员和运送食用油
到该村。就在准备建厂时，日寇
对沂蒙山区发动了“铁壁合围”
大“扫荡”，并在铜井镇建立了
据点。得知敌人“扫荡”的消息，
刘式矩带领村民在河滩、田野
和山上掘坑挖洞，掩藏了1 7 . 5
万斤粮食、1000余斤食用油和
30余长短枪等军用物资。

八路军山东纵队在马牧池
突围中，有一部分八路军战士
和伤病员转移到了五空桥村。
1 1月2 7日清晨，日伪军突然袭
击五空桥村。担任警戒的八路
军战士发现敌情后，立即跑回
村报告情况。

刘式矩借着晨雾，把藏在
村里的几十名八路军战士护送
出村，又急忙返回，把来不及转
移的7名伤病员安排在村民家
中掩护起来。日伪军进村后，抓
住刘式矩，逼问八路军的去向，
让他交出藏在这里的八路军，
但刘式矩一口咬定“这里没有
八路军”。

这时，敌人发现了藏在刘式
矩家里养病的十五六岁的小战
士，追问他是不是八路军，刘式
矩的老伴紧紧抱着小战士说：

“这是俺娘家的外甥，来走亲戚
生病了，住在这里。”敌人没有怀
疑，放过了小战士，继续逼问刘
式矩，想从他嘴里获取八路军的
下落。

为了得到有用信息，敌人
从村里找来了铡刀，把刘式矩
按在铡刀下，恫吓威胁，但他仍
坚定地说：“这里没有八路军。”
从敌人的威逼利诱中，刘式矩
得知原来是有汉奸告密，说五
空桥藏有八路军，还藏有粮食、
油和衣裳等军用物资。当敌人
再次把刘式矩按到铡刀下，让
他交出藏的八路军和军用物资
时，他仍一口咬定“这里什么都
没有”。敌人见威逼利诱起不了
作用，于是第三次把刘式矩按
到铡刀下。亮闪闪的铡刀片紧
贴着刘式矩的脖颈，已经有鲜
血流出，但他仍然坚定地说：

“没有就是没有！你铡了我也没
用。”敌人一无所获，只好将其
放回。

此后，刘式矩为掩护八路
军和军用物资，被日军三次按
在闸刀下，仍誓死保守秘密的
英勇事迹，在根据地广为流传，
被群众誉为“三钻铡”的刘式
矩。

洪
范
池

鲁
西
古
迹
胜
景

□吴济夫

在平阴县西南、鲁中丘陵
西端北面，有一个洪范池，素
有“九泉二山一阁老”之说，是
一处闻名遐迩的古迹胜景。

洪范池又名“龙池”，据
《尚书·洪范》记载：“禹治洪水
以陈范池”而得名。洪范池现
在属于洪范池镇，镇因泉池而
得名，洪范池镇地处济南市平
阴县西南端，面积95 . 62平方公
里。

洪范池镇主要山脉有大
寨山及其支脉和洪顶山支脉
等，其中大寨山最高，海拔
4 9 4 . 8米，为平阴县最高峰。
大寨山以“奇、秀、险”著称，
树木繁茂，是山东省省级森
林公园。洪范池镇的河流主
要是浪溪河，史料记载，这条
河原名“狼溪河”，因发源于
洪范池东侧大寨山上的“狼
泉”而得名。

清代咸丰年间，东阿知县
何传兴因觉得“狼溪”中的

“狼”字不雅，遂改名为“龙
溪”，洪范池也因此改名为“龙
池”，后来“龙溪”又改为浪溪
河，发音同原名。这里还有书
院泉、洪范池、日月泉等九个
泉池，泉水汇集成河，终年流
淌。

洪范池镇水域面积辽阔，
是久负盛名的“齐鲁泉乡”，以
水秀、山奇、景美闻名，素有

“阿胶水源地、泉城后花园”美
称。

据普查，洪范池镇现有
水库20座、大小泉眼36处，其
中较为著名的有洪范池、书
院泉、扈泉、墨池泉、狼泉、白
雁泉、拔箭泉、丁泉、长沟泉，
被称为“洪范九泉”。九泉汇
聚形成浪溪河，成为制作阿
胶的水源地。目前，洪范池泉

群 被 纳 入 济 南 市“ 十 大 泉
群”，洪范池、书院泉、扈泉、
日月泉被列入济南市“新七
十二名泉”。

《东阿县志》记载：“(洪范)
池在城南15里群山之中，突起
一高阜，周围巨壑，泉仰吐其
上，甃石为池。”

据史料记载，晋泰始二
年成池，北宋政和五年定形。
清道光十八年《重修洪范池
碑记》记载：“金完颜时，尚书
右丞、行山东省事、东平路兵
马都总管侯挚，村人因祷雨
辄应，建龙祠于池北，故又号
龙池。”“龙祠”即龙王庙，金
末建成，坐北朝南，硬山起
脊，棕红柱、小青瓦，卷棚式
抱厦，饰以吻兽。祠前两侧各
有金代古柏一株，东边一株
名“珍珠翠”，西边一株名“龙
柏”，两株古柏虬盘鳞结、枝
叶繁茂。

洪范池坐落在洪范池镇
驻地政府路北、洪范村南端院
内。这里地势奇特，四周层峦
叠嶂、沟壑相连，中间有一高
地，洪范村及泉池即坐落在高
地之上。

走进古香古色的院落，洪
范泉池高出附近地面数尺，池
呈正方形，边长各7米、水深6
米。池岸四周有石栏，栏柱顶
端雕刻着蹲狮，栏外为一座
台，供游人于上观泉。池内之
水自池底及四壁散泉缓缓浸
溢，四季长流、水势均衡，不因
旱涝而消长。水面平稳如镜，
清澈见底，硬币抛掷其中，可
漂浮多时才沉下，形成“洪范
浮金”的奇观，被列东阿县八
景之一 (洪范池以前属东阿
县)。

在洪范池南侧外壁上，镌
刻着“龙池”二字，为名家题
书。字下有探出池壁的石雕龙

头，水从龙嘴涌出，喷珠泄玉，
跌进2米见方的石砌水池。洪
范池两侧，各有半蹲石狮。池
台方8米，泉水流经的石渠叫

“月河”，上有月河桥连通龙池
和龙祠，然后东流汇入浪溪
河，其景被列为“济南十大泉
水景观”之一。

整个洪范池大院面积约
有2500平方米。院内旧时颇具
规模，楼台亭榭、清幽典雅、秀
丽如画。池北有一拱形石桥，
横跨渠上，桥北为“龙祠”。“龙
祠”西原有孟姜阁两层2楹，阁
前有玉女池。孟姜阁西原有清
代知县井其洵于雍正十三年
设立的义学，北房3楹，东西配
房各3楹，清代有名师设教于
此。

清道光九年，知县李贤
书重修义学 4楹，书额名曰

“雨花堂”，后称“雨花义塾”。
门南 3 0米遥对戏楼，与“龙
祠”建在中轴线上。池东原有
三通石碑，为历代重修泉池
时所立。石碑东原有南屋 5
楹，是招待四方游客的厅堂。
池上旧时有绕周垣墙，由山
门入池院，满园肃然，乃是
柏、竹、庙、亭、池、义学、道院
浑然一体的胜景。

明朝礼部尚书、太子少
保兼东阁大学士、万历皇帝
的老师于慎行的墓地，就位
于洪范池以北220国道旁，被
列为洪范池景区景点之一。
于慎行墓地占地6 0余亩，由
万历皇帝敕建，墓前两侧立
有石俑，石马、石羊、石虎和
华表各两对，华表高约20米。
墓前建《帝锡玄卢》坊一座，
额刻万历皇帝御书“责难陈
善”四字，盛赞于慎行品格高
尚。石坊两边立有十三幢高
大圣旨碑，墓地内有万历年
间御植的稀有树种白皮松，
现存 4 4棵以及汉白玉石刻
等，颇值得一观。

在洪范池，推窗见水、抬
头望山，风光皆在眼前。如今
的洪范池镇山水交融，全域
覆盖的旅游产业发展格局正
加速构建。在洪范池镇书院
村，泉水从山间涌出，进小
溪、绕村舍、穿林润木，颇有

“世外桃源”的韵味。村民平
时自觉用纱网捞起溪中的浮
游物，以保溪水净洁。

村附近有一个书院泉，山
环水抱、草木葱郁、空气清新、
水质洁净。书院村昔日有“曲
水传餐”之说，相传，村里有泉
的人家，厨房、客厅与水道相
连，厨房做了菜，可通过泉水
流动，将菜盘漂送至餐桌旁。
时至今日，村里部分人家户外
还有石砌的水道，或许是“曲
水传餐”的故道。

洪范池镇以前属于东阿
县，正宗阿胶的制作，用水非
常讲究。1935年前，世界书局
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的

《中国药学大辞典》阿胶目载：
“每年春季，选择纯黑无病之
健驴，饲以狮耳山之草，饮以
狼溪河(今浪溪河)之水……”
由此可见，浪溪河水是古时熬
制阿胶的最佳水源。

洪范池群山环抱，平地
涌泉，冬天热气腾腾，一片雾
气，夏天清凉爽肌，沁人心
脾，是一处风光优美的古迹
胜景。

（本文作者退休前为山东
省梁山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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