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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大文化

明朝年间，一
条石桥通过岱岳区
大汶口镇山西街村
西门连接大汶河两
岸，这里成为交通
枢纽。自此，山西街
村蓬勃发展，一座
座明代风格的建筑
拔地而起。不少晋
商来到此处落脚，
一度发展为全省乃
至全国最为繁华的
商埠之一。

这里不仅完好
保留了传统历史格
局 和 原 有 建 筑 风
貌，还存有山西会
馆、明石桥等有价
值 的 历 史 文 物 古
迹。如今，山西街村
被列为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是泰安市
唯一，山东省仅有
的16个之一的国家
级传统村落。5月28

日，记者探访了这
座神奇的古村落。

大汶口镇是一座历史
文化名镇，诗经中记载：汶
水汤汤，行人彭之；鲁道有
荡，齐子翱翔。早在春秋战
国时，大汶口镇形成重要古
镇。山西街村则是大汶口古
镇的历史见证和独特的民
族文化象征，是大汶口镇人
文景观的一个缩影。

5月28日，记者来到大汶
口镇，在当地村民的指引
下，好不容易才找到百年建
筑群的山西街村。在山西街
村走了一遭，记者发现古建
筑群规模宏大，明清时期建
筑随处可见。其中保存完好
的古迹有明代石桥、山西会
馆、古城墙等。

“历史上山西街是随着
明代古石桥建成而逐渐发
展起来的，距今已有500多
年。”在大汶口镇文化站站
长程勇指引下，记者看到山
西街村西头有一条宽约2米
的古代石桥，石桥由石板铺
就，折线形横跨大运河。

据当地的县志等史料
记载，这座石桥全长570 . 95

米，有65个桥孔，最初兴建于
明朝隆庆年间 (公元1 5 6 7-
1572年)，同时这座桥也是当
时自新泰、莱芜至东平整个
河段上唯一的一座连通大
汶河南北两岸的桥。目前，
明石桥已经被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江北为
数不多的保存完整并正常
使用的古石桥。

程勇介绍，石桥的建成
解决了南北交通问题，促进
了山西街村工商业的崛起。
从明朝开始至清潮中期，山
西街村工商业大发展，清末
民初达到鼎盛。随着商业兴
盛，山西人来经商的越来越
多。据修山西会馆碑文记
载，乾隆年间山西商人修建
山西会馆，由于山西商人落
户比较多，所以该村得名山
西街村。

明朝建的石桥

至今横跨汶河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新

山山西西街街村村见见证证五五百百年年变变迁迁
明清时格局和老建筑今犹在，已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山西街村至今仍保持传统历
史格局和原有风貌。程勇介绍，山
西街村以山西街为中心分南北两
部分，北为太平街、南部以古楼建
筑为主，北为商贸中心，商业发达。
明初就已建成环村的城墙，蜿蜒逶
迤雄伟壮观，有八大城门。解放后，
八大城门逐渐拆除，现在仅在南边
保留了一段城墙和一个城门。

走在山西街村，会发现村里
的道路多为石板铺就，几百年的
老建筑随处可见。“这里清代已用
石板铺路，那时候路两边都是商
铺，如今在古建筑上也能看到商
户们用于传递商品的木棂窗。”一
位村民指着一座老房子上的木制
窗棂说。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还

有八大公司，分别是：棉麻公司、
盐业公司、粮食批发公司、茶业公
司、食品批发公司、油料批发公
司、建材批发公司、土特产批发公
司。除八大公司外，有当铺、裕丰
银号等。

现在存留下来的古楼有4处，
古楼的建筑风格独特，古楼的墙
厚1米，楼板用木板埔成，上顶小
瓦盖顶，能正常使用的有侯家古
楼、王家古楼。记者走进侯家古
楼，古楼一层为石砌，二层为砖
砌，半圆形的窗户上木窗棂保存
完好，二层墙壁上有古代石刻，屋
里还有木质的楼梯。

住在山西街侯家古楼的胡光
兰老太太回忆，当年日军进驻大
汶口镇时，一发92式步兵炮弹准
确的命中了侯家古楼的楼顶，将
之砸起了一个“大包”，但幸运的
是，这枚炮弹在击中石楼之后落
在院子里，却没有爆炸，最终也保
全了侯家古楼。“真的是很幸运，
如果炸了，我们今天可能就看不
到这个古楼了。”站在古楼门口，
程勇庆幸地说。

在山西街东头，有一个名叫
三合店 (音 )的二层明代民居建
筑，据程勇等人考证，这个三合店
最早是三个山西商人的住所。“他
们平时晚上会住在这里，但是自
己的铺面生意、则在其他地方。”

石砌古楼保留明清风貌

山西街村70多岁的郑希德从
祖父辈居住在山西街村。5月28

日，郑希德在家里编制手工渔网。
他告诉记者，由于不赚钱，还在做
这种传统手工的人已经不多了。

说起古村落的历史，郑希德感
慨万千，他的祖父和父亲在解放前
都是生意人，在他的记忆中，山西
街村非常繁华，明石桥两边几乎全
是店铺，“鲁西南、河北、河南的粮
食、货物等从这里经过。”他的父亲
曾因为粮食买卖赚了不少钱，后因
为日本侵略又全部抛下了。

“其实，山西街村能够完好保
存下来也完全是巧合。”郑喜德介
绍，铁路、公路的发展，冷落的原有
的古桥，民国时期，英法修建的铁
路将山西街村挡在南部，之后新的
商业区在北部发展起来，免除了原
有的拆拆建建，古村得以保留。

在明石桥北边，大汶口镇古

城西南门里，坐落着一座气势恢
宏的古建筑，当地人称为“山西会
馆”。山西会馆作为山东省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西朝东，分南
北两院，北为关帝庙，南为戏楼，
总面积2883平方米。

65岁的会馆守门人王仲洪对
山西会馆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告诉
记者，山西会馆最初是山西商人兑
换银票的地方，山西人信奉武财
神，所以会馆里面供奉着关公像。
解放前山西会馆由最初的食宿招
待所改为学校，解放后又先后改为
盐业公司的仓库和供销社的仓库，
改革开放后才作为历史遗址保护
起来。“泰安的山西会馆共有三处，
除了山西街村的这一处，泰城和楼
徳各有一处，而山西街村的山西会
馆保存最好。”程勇介绍。山西会馆
之所以能留存至今，正是因为它一
直有利用价值。

山西会馆依然完好

保留完好的三合店(音)古楼。

山西会馆。

古民居内木质楼梯保留完好。

明石桥横跨大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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