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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地名传奇

香香客客频频放放生生 有有了了鱼鱼池池村村
村民认为，不少来泰安的香客曾在鱼池古街放生小鱼

鱼池由来有两种传说

水池已经消失二十年

鱼池村村名的由来有两种
传说，相传春秋时儒商鼻祖范蠡
曾在此辟池种鱼，还有清代张开
东的《白蒓诗集》卷二《鱼池》诗
注：“鱼池：为陶朱公种鱼皮陂，
在泰安县西。”。但文物考古能确
认的最早年代是唐朝，唐代碑刻
上记载当时鱼池叫“故镇”，鱼池
村从春秋时期就得名的说法很
难证实。

另一个版本的传说刻在现
在的村碑上，相传五代人王彦章
官至招讨使。他在村北建一花
园，内有养鱼池，成为此村的景
点，途经的人们前往观看，后人
将此村称之为“鱼池”，一直沿用
至今。

但本村老人们却都认为这
两种说法太过牵强，有攀儒附雅
的嫌疑。在民间流传着另一种更

“接地气”的说法。鱼池村中有几
个天然大水池，大的直径100多
米，池水清澈见底，村里40岁以上
的中年人都有印象，说他们小时
候水池还存在，水清澈得可以做
豆腐。最近20年池水才开始变少
变脏，现在村里面积小的水池不

见了，只剩下200多平米的一滩淤
泥。

本村人祖祖辈辈相传，鱼池
村是黄河西边的人来泰安进香
的必经之路，香客到泰山之后，
习惯买个香炉带回家。走到道朗
镇现在的龙门口水库附近时，用
河水洗脸。因为河里鱼多，经常
能抓到小鱼，就把小鱼养到香炉
里，想用此证明他们确实来过泰
山。走到鱼池镇时，发现小鱼因
天热要活不下去了，就到鱼池村
的水池里放生。这样的场景经常
发生，时间久了就有了“鱼池”的
村名。

鱼池古街见证繁华

村里曾有三座戏台

鱼池古街长约2000米，在泰
安通肥城公路南50米左右，与现
在的公路平行。古时是肥城、聊
城、河南等地通往肥城的重要通
道。古时道路宽阔平坦，从现存
老房屋地基石条的遗迹看，古道
路宽约5米，错开两辆汽车很轻
松。可现在因为村民新盖房屋，
慢慢蚕食古街道，现在看上去只
是一条普通的乡村土路。

古街现存建筑遗迹最早约500

余年历史。前几年翻修村卫生院

时，发现半块“创置道路”石碑。碑
文记载：“泰安神州正西大路六十
里明曰鱼池”“大明万历十五年十
五岁次丁末四月初六吉日立”。是
一座记载修路捐款情况的石碑。
现在这块石碑收藏到泰城一博物
馆里，记者没能见到。

古街曾有关王庙、三官庙、
娘娘庙三座建筑，三座庙前分别
有一座戏台。一个村里有三座戏
台足以说明当时村子的繁华。现
在三座庙只有关王庙还有一点
残破遗址，西墙上有重修关王庙
碑记，有“大明成化丁末年立”字
样。三官庙、娘娘庙和三座戏台
都无迹可寻。

关王庙遗址南20米有一古井，
有“三山加一井、七十二道沟”的

说法。现在古井上又垫高了一米，
好在古井口还能看出来。提水用
的麻绳把井沿磨出一道道沟。老
人说“三山加一井”中的山说得不
是山，而是房屋的山墙，以前这井
附近有三座房屋，不太好找到，因
此有“三山”的说法。

村里人说三座戏楼没保留
下来很可惜，都是文革后才破坏
的，最高的戏楼光底座就两米多
高，非常气派。戏台都坐南朝北，
是为让观众能晒到太阳。鱼池古
街两侧以前饭铺和客店林立，现
在村里老人还能记得谁家是卖
锅饼的，谁家是卖茶水的，谁家
是卖草料的。

本栏目由泰安市地名委员
会办公室大力支持

岱岳区道朗镇有鱼池村，现在分成鱼东、鱼中、鱼西三个
村。鱼池村名字的由来有人说与春秋时范蠡养鱼有关，有人说
与五代时王彦章花园的鱼池有关。但当地人认为，村里曾经有
清澈的水池，不少来登泰山的外地人曾在这里放生小鱼，让鱼
池村名字流传下来。鱼池古街道曾是黄河西香客登泰山的必经
之地，最繁盛时一个村里能有三座戏台。现在，从鱼池古街的遗
迹还能看出当年的繁华。

文/片 本报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张义勇 屈克娟

鱼池村古建筑门前的石狮子。

鱼池古街现在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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