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口古井现身省城闹市
其中一口挖出明代石碑，当地居民认为古井或直通趵突泉
文/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扔一块石头

数秒后才听到回音

记者18日赶到发掘现场看

到，发现古井的区域被一条道路

自西往东穿过。记者首先看到的

是西井，出于安全考虑，这里已
经被人用一张旧沙发挡住井口。

站在井口往下望，在极深处

可见井水，水波闪烁，像是井水

在流动。由于井太深，记者站在

井边心不由得揪紧。井壁的石头

比较光滑，从井壁的外观来看，

应该使用过较长时间。井口直径

在一米左右，四周仍残存着当年

的井台石，方方正正的。

现场一位施工人员拿起一
块石子丢到井内，数秒后才听到

回音，可见该井极深。济南市考

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测量得知，西

井目前井深34米，其中水面距地

面31米，井水深度达3米。井口直

径0 .9米，深处内径更大。有市民

曾经打出一些井水品尝，水质清
冽，甘甜可口。

随后，记者在西井南面约

100米外，又见到该片区的第二

口古井——— 南井。该井内径较西

井明显更宽，残深28米，井内未

见井水。一名曾试图下井瞧个究

竟的男子称，该井在下探过程中

拐弯，因此很难见到井底。相比

而言，南井建造非常精致，砌井

用的石块具有弧形，拼成一个浑

圆的井壁。考古人员在井壁上沿

发现一块刻有铭文的石碑，上面

依稀可见“大明万历七年”字样。

因为南井刚好处于过往村

民踩出的一条小路上，井口朝

天，十分危险。正在工地上进行

土石方作业的苏先生和另外一
位男子赶紧抬了两块水泥板将

井口盖上。

文革前还曾使用

据说秦琼曾在此练武

几位当地年老的居民告诉

记者，施工片区共有4口古井，文

革前还为当地居民所使用。除了

南井外，西、东、北井都可以打水

饮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
当地通上了自来水，水井被人们

掩盖，有人还在上面盖上了石板

进行保护。

梁家庄75岁的居民赵长明

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周边

的居民都是吃4口古井中的水。

“就连住在经十路附近的都过来

打水，因为井里有泉，泉水甘甜，

大家都认为喝这里的井水好。”

今年已82岁的刘克俭老人

说，他小时候，梁家庄已经有360

户居民，按照每家5口人计算，上

千人每天都要从这里打水、吃

水。老人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赶
上枯水期，西井水面到地面的高

度为48米，丰水期则升至44米左
右。有一段时期，济南的趵突泉

都停止喷涌了，西井仍然有足够

的水。

刘克俭还记得，4口井旁边

原有4座庙。其中东井有玉皇老

爷庙，南井为三官老爷庙、西井

为龙王老爷庙、北井为真武老爷

庙。每座庙中，都有体量硕大的

塑像，庙顶为做工规整的小青
瓦，庙前有钟，有石碑。解放前，

一些祈求风调雨顺的居民还会

会聚于此，举行祭井仪式。文革

期间，4座庙以及地上其他遗迹

均被破坏、掩埋了。

据刘克俭老人介绍，梁家庄
片区历史悠久，甚至能与隋唐
时期的好汉秦琼有联系。“以前
这里有一条官道，靠着大路沟，

据说秦琼曾在此练武，还留下
旗杆台和一处马武寨。”另外据

传说，程咬金的斧子也埋在这

儿。只是对此说法记者一时无从

考证。

有居民讲，在毗邻西井的地

方，曾经有一座古桥，两面有比

较精美的护栏。据说当年日军侵
华时，坦克的履带从桥上经过也
没有压塌。不过，大路沟一带被

填埋时，该桥也被埋在路面下
了。

井里扔把麦糠

24小时后出现在趵突泉？

四口古井相伴村落，存世数

百年，自身便披上了一层神秘的

面纱。据梁家庄的一些老人介

绍，以前，出于对古井的好奇，当

地居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将一

把麦糠扔到目前被掩盖起来的

东井中，约24个小时后，部分麦

糠就能从趵突泉的“三股水”中

冒出来。由此可以证明，古井和

趵突泉的地下泉脉是密切相连

的。

如果村民所述确实是真的，

无疑将对济南市名泉研究人士

搞清地下泉脉，甚至对节水保泉

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8日，记者

就此联系了济南市名泉保护管

理办公室主任雷学端。雷学端

说，他对发现古井的事情尚不了

解。不过，古井的出现引起他的

好奇，他打算赶紧过去看看，并
根据古井本身以及对地下泉脉

的影响情况，决定是否予以保

护。

雷学端还说，根据济南市多

年的泉水研究和实践经验，城市

东南部、南部和西南部都是地下

泉脉经过的地方，而位于建设路

中段梁家庄的这四口古井，正处

于泉脉经过的区域。

村民呼吁

抓紧进行古迹保护

一些世代居住在梁家庄一

带的居民说，四口古井见证了本

片区居民太多的生产、生活情
景。他们建议有关部门迅速对这

四口古井进行保护。同时采取安

全措施，以防路人误落井中。“最
起码不能把它填了。”赵长明等

建议说，济南南部城区其实没有

什么公园、景点，如果有关部门

能够依托古迹，建一个居民活

动、休闲的区域，无疑将大大提

升该片区的价值。

面对如箭在弦的项目开发，

梁家庄的居民们忧心忡忡。一位

居民说：“千万别填了。现在要重

新打这么几口井需要多少钱？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打过井，花了

好多钱也没打出水来。”而在工

地负责土石方的苏先生看来，现

在若挖同等规模的一口井，花费

恐怕比建一幢楼还要高。

“古井还可以作为城市重要

的备用水源，遇到枯水年、自来

水停供时，可以拿来应急。”梁家

庄的几位老人说，他们都经历过

缺水的时期，深知水源的宝贵和

重要。“我今年82岁，我的父亲在

我小时候就一再告诫，要保护好

这几口井。”刘克俭说。人生阅历

丰富的他甚至想到了战争：“把

这几口数百年的古井保护好了，

将来可以作为几处‘战备井’，需

要时装上电机就可以供一片城

区的居民用水。”

18日，有市民向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反映：

位于建设路梁家庄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挖

出两口古井。考古人员进行发掘研究后发现，

现场总共有东、南、西、北4口数十米深的古井，

其中南井应开掘于明代。当地居民表示，古井

地下水脉可能直通趵突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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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井井壁上嵌有明代石碑。

幽深的古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