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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桂松，字兰如，系石匠出身，
人称姜鲁班，清初建筑设计大师。于
清初从章丘逃荒来泰安，闻粥店“风
醇气厚”，“遂宁止焉”，定居于粥店
村。他以攻石起家，建造和设计技术
精湛，时人誉为“姜鲁班”。

岱宗坊巧上梁

清雍正八年(1731年)，山东巡抚
费金吾以泰山庙宇盘道多有毁坏，
奏请修缮。世宗雍正皇帝谕准，遣内
务府郎中丁皂保、营造司郎中赫达
塞主持该工程。丁皂保首先重修岱
宗坊，岱宗坊原创于明隆庆年间，后
圮。重建时，基座顺利修好，因坊梁
过重，数次起升失败，姜桂松路过此
地，向丁皂保提出了“堆土上梁”法，
获得应允，并亲自指挥，上梁成功。
姜桂松一时名声大振。

修建十八盘

姜桂松高超的技艺征服了丁皂
保，二人随成莫逆，丁皂保遂委派姜
桂松督工修建泰山盘道等工程，姜
桂松带领泰山石匠修建泰山中路盘
道，最后克服困难修建了泰山十八
盘，使丁皂保提前完成圣命。丁皂保
犒赏姜桂松很多的银两，他都分给
众石工，当丁皂保视察盘道时，沿途

众工匠皆跪而谢赏，丁
很为诧异，后问姜桂松。
始知事之原委，由此更
得丁之信任，于是把修
葺岱顶及各处殿宇、神
像、墙垣等工程都交给

姜桂松。
补植五大夫松，恢复泰山文化

景点，姜桂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
《史记》记载，秦始皇登封泰山，中途
遇雨，避于一棵大树之下，因大树护
驾有功，遂封该树为“五大夫”爵位。
谁知后世讹为五株。明代万历年间，
古松被雷雨所毁。丁皂保奉敕重修
泰山时，根据姜桂松的建议决定补
植五株松树，姜桂松派工匠移植五
棵形状好看的松树，种植在原来的
地方，现存二株，虬枝拳曲，苍劲古
拙，自古被誉为“秦松挺秀”，为泰安
古八景之一。

独创通西桥

泰山诸工程竣工后，姜桂松得
银颇多，家境小康。但村西因泮河阻
碍驿道通行，于是姜桂松发誓捐资
建桥。

雍正十二年，姜桂松创修了泮
河通西桥。创造性地利用了“T”字形
铁钉，桥面石之间用铁扒锔连接，桥
墩用巨石叠起。此义举有碑为证，碑
现立于通西桥东，碑高1 . 8米，宽0 . 8

米，厚0 . 22米，由碑文知，此桥创修于
姜兰如(桂松)，因桥坚固异常，五十
余年后竟完好如初，为免遭损坏，里
人立此禁约碑。为桥立禁约碑，这在
泰山周边是罕见的，这也说明了此
桥的重要性。

修大汶口石桥

大汶口石桥原建于明隆庆年
间，是当时南北九省驿道的关键，清
雍正八年六月毁于大水，因该桥修
复工程艰巨，无人出资重修。只能靠
舟楫运输，影响了南北交通。乾隆六
年，在修建通西桥七年后，为保存南
北通道的畅通，姜桂松捐资重修大
汶口石桥。他倾其所有累积，亲自勘
测设计，放弃原有桥基，巧妙利用汶
河中间的一个小石岛，利用修建通
西桥的经验，从泰山运来泰山石，利
用修建通西桥的原班人马，日夜修
建，姜桂松监督施工。桥面石之间用
铁扒锔连接；桥墩用巨石叠起。不足
一年即建成石桥。此桥造型结构与
通西桥完全相同，比通西桥长5倍，
是通西桥的升级版。现此桥被誉为

“江北第一古桥”，已被列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成山头光绪帝御赐

壮节碑
笔者在荣成市成山镇采

访，卧龙村原党支部书记、年
近古稀的李阳城先生告诉笔
者，日军登陆成山头前，在成
山头海驴岛北大东沟海域与
清军作战，邓世昌等将士在
黄海大东沟之战中，于“光绪
二十年九月十七日，日华在
成 山 头 以 东 黄 海 海 面 激
战……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
殉国。”邓世昌和200余名北洋
海军官兵壮烈殉国，全舰获
救者仅27人，清军失利。北洋
海军提督丁汝昌马上将海战
情况上报京师，朝野大震。李
鸿章急忙报告了慈禧太后和
光绪皇帝。光绪帝对邓世昌
的英勇壮举大为赞赏，特谥
邓为“壮节公”，又命人草拟
了一幅御赐碑文。后来，山东
荣成成山镇卧龙村秀才李纯
甫(号云楼)、李阳城的爷爷托
人从京城请回御赐碑文，立
碑在成山头，现在壮节碑上
还刻有“里人李云楼”的名
字。

壮节碑之所以立在成山
头邓公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成山头海驴岛北是当时
黄海海战的主战场，在海战中
牺牲的有不少是成山人。还有
老人讲，当时黄海海战的隆隆
炮声，成山附近的柳夼村、墩
东夼村、仙人桥村的村民均都
听到，邓世昌等将士壮烈殉国
的消息传到成山后，成山沿海
一带百姓纷纷涌向海边，面对
大海烧香、磕头、祈祷，哭声连
天。

据笔者调查，仅成山镇岳
家村就有13人在北洋海军当
兵，其中，邓世昌致远军舰上
就有王允功、王允芳、王恩沐、
王瑶坪等8名将士在大东沟海
战中牺牲。成山镇马山寨村有
7人当北洋海军，其中刘培兴、
鲁廷芳、鲁洪绪、鲁洪模等5人

在大东沟海战中阵亡。成山镇
冯家庄村有4人服役于北洋海
军，全部在甲午海战中牺牲。
成山镇仙人桥村有5人当北洋
海军参加甲午海战，其中有蔡
玉林、蔡玉祯兄弟俩在海战中
于镇远舰上牺牲。落凤岗村有
袁文彩、袁日乾2人在甲午海
战中牺牲。成山镇有76个自然
村，几乎每村都有人参加北洋
海军的。仅成山沿海村庄截至
目前的不完全统计，就有120

人之多。

卧龙村鬼子登陆

荣成市成山镇卧龙村在
中国大陆的最东端，是一个不
足100户人家的小村。成山头
的山、成山头的海、成山庙的
始皇殿，当年都属卧龙村所
辖。

据时年82岁曾任荣成县
渔政船第一任船长的李秉京
先生回忆，他听老人讲，那年

的阴历12月25日，天寒地冻，
风雪暴地，日军从成山大西庄
村登陆后开进卧龙村，卧龙村
东、西李氏祠堂和有好一点的
房子的人家家中，都住满了侵
华的日本兵，日本鬼子的临时
指挥部就在卧龙村李纯甫在
大西庄村开办的万顺渔行。鬼
子进村后，谁家有皮袄、棉衣、
棉被，见了就抢，谁家有木制
门窗，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拿
过来用刀劈了就烤火。

该村村民李纯贤说，日本
鬼子烘烤湿衣服时，火星把衣
服烧了几个洞，李纯贤认为这
是上天有眼，是上天在惩罚小
日本侵略者，让它遭灾！过春节
时，院内天井旁的香案上，李纯
贤一次给上天烧两路香，一路
求国泰民安，一路庆上天有灵，
烧毁鬼子兵的灰“狼皮”。

日军侵犯荣成县城

1895年1月20日下午3点，

在成山东十一村登陆的日军
前锋部队及骑兵部队冒雪急
行赶赴荣成县城。日军进城
后，首先放火烧了清朝荣成县
粮仓常平仓，日军在荣成县当
时最好的建筑老县衙安了临
时司令部。

据成山镇成山三村现年
94岁的退休老教师李际良先
生回忆：听奶奶讲，甲午之战
鬼子从成山头登陆后，农历十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侵占荣成
县城闯进我们家。老奶奶结婚
时陪送的一个红色皮箱子被
鬼子发现了，他们叽里呱啦，
要家人给他们打开皮箱，搜刮
财物，还没等老太太找出钥
匙，一个鬼子兵已急不可耐用
刺刀挑开了一个20多厘米的
大口子，把金银首饰抢劫一
空。如今，李际良先生家中还
珍藏着这个后来缝补好的皮
箱子。120年后，当年的红色已
经变成了黑灰色，带伤的红色
皮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默默地控诉着那段不凡的经
历和屈辱的历史。

成山四村现年80岁的李
尚志老人告诉笔者，他小时候
听爷爷讲，甲午之战时，日本
鬼子攻进荣成县城，几个鬼
子兵闯进家里，端着刺刀乱
翻乱刺，把家里里外外翻了
个底朝天，最后，把家中仅有
的一堆地瓜和爷爷在北京烤
鸭店干活时买的一架天平抢
了去。那可是爷爷在北京烤
鸭店时配料用的心爱之物，
以至于到1958年老人家93岁
去世时，还念念不忘，不止一
遍地念叨。

据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3月出的《威海市志》“兵役”
记载：“1891年(光绪十七年)，
在威海、文登、荣成共招募海
军练勇1400人。驻威陆军也多
为招募。招募后经过短期训练
即编入建制。”据此可知，当时
在甲午海战中，清军中来自荣
成、文登、威海的水兵是占相
当比例的。

□李继发

甲午海战故地成山头探访

泰山工匠大师

姜桂松
□刘传录

【齐鲁人物】

济南经六路181号曾经是
市委的一处宿舍，三面是非常
简陋的筒子楼，我们家在那里
住了十年，海迪的少年时期就
是在那里度过的。她经历了三
次痛苦的脊椎手术终年疾病
缠身，但她乐观向上努力学
习，同时也得到了大院的小朋
友们的许多帮助。

那处院落给人的感觉，永
远洒满阳光，里面住着有上百
户人家。大院里的孩子大都出
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已上了小
学。孩子们朝气蓬勃的成长
着、快乐着，个个健康、活泼也
充满理想，有的说长大了当工
程师，有的说长大了当飞行
员，也有的说长大了当演员。

暑假来了！小海迪很快
乐！院子里小朋友都来和她
玩。风清月朗的夜晚，孩子们
无忧无虑地集结在月光下，相
互追逐玩耍。我们把小海迪送

到楼下，小朋友们对她都很友
爱。她常用甜润的歌喉为大家
唱歌。一次丈夫从外面回家，
跑上楼来对我说：你快到窗前
来听听小海迪唱得多么有感
情。我们俩靠近窗前迎着月
光，静静地听，她唱完了《洪湖
赤卫队》里韩英就义前的唱
段，又唱十送红军，唱到“梧桐
那个叶落，介支格下了山”的
时候，她那如泣如诉的歌声在
夜空中飘荡，让人动情。她的
爸爸竟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
泪，叹息地说这孩子要是没病
该多好啊！我也不免长长地叹
了一口气！小海迪身边的小朋
友们听得鸦雀无声，一会儿又
爆发出热烈的欢呼与清脆的
掌声！随着小海迪那优美的歌
唱与跌宕起伏的情感，孩子们
和着她的歌声唱起来了！歌声
伴着孩子们的美梦飞出好远
好远。这个夏天是小海迪终生

难忘的一个夏天，小朋友的
爱，让她忘记了缠身的疾病。

我家住在三楼上，孩子们
相处得很亲密，就像兄弟姐
妹，大家都共同关心着小海
迪，帮助她学习，小海迪间接
地有了小学生的感受和学习
的习惯。

隔壁最大的孩子叫王凡，
才十三岁，是孩子们中间的领
头人。在小弟弟妹妹们眼里是
了不起的大人物，孩子们尊称
他大哥哥。他长得特精神，高鼻
梁，眼睛黑亮，一口整齐的牙
齿，还长着一头卷曲光亮的头
发。尤其在那个中国人崇拜苏
联人的年代，孩子们特别羡慕
他那头卷发。小海迪常问：大哥
哥，你的头发怎么长得这么美
丽呀？告诉我不行吗？王凡便自
得其乐地说：行，行，等明年吧！
他喜欢文艺，时不常被请到电
台或在学校参加朗诵会，因此

在同学中还小有名气。星期天
的时候，孩子们聚集在小海迪
床前，大家拉着大哥哥，求他朗
诵一回。小海迪最热情积极，她
带头鼓掌。于是小王凡站在屋
中间，拿出演员姿势，开始朗诵
安徒生童话里的《拇指姑娘》、

《卖火柴的小女孩》、还有他最
得意的《猴王吃西瓜》，一大群
孩子都高兴无比。小海迪对大
哥哥更加崇拜，只要听到王凡
放学回来开始爬楼梯的脚步
声，她就大声地喊：大哥哥！王
凡便答应着：哎！我写完作业就
和你玩！王凡很爱护生病的海
迪妹妹。

时光转瞬即逝，五十多年
过去了，当年的那些孩子们如
今也该步入退休年龄了，我好
想念他们。

181号大院今天也旧貌换
新颜了。

(本文作者为张海迪母亲)

□江桥
海迪小时候住过的大院

中日甲午之战，距今正好两个甲子120年。那次战争的阴影在当今年轻人的心目中，已经渐去渐远；但在
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心中，仍然刻骨铭心。据笔者数十年的调查采访知悉：荣成、文登、威海沿海有很多在那
次战争中为民族捐躯的将士，至今大多不为人所知。政府少有记载，百姓渐失记忆，除少数战争当事人的后
代、亲属尚有少许记忆外，很多甲午战争中的文荣威将士，甚至有的连一个正式名字都没有留下。

【口述城事】

随着小海迪那优美的歌唱与跌宕起伏的情感，孩子们和着她的歌声唱起来了！歌声伴着孩子们
的美梦飞出好远好远。这个夏天是小海迪终生难忘的一个夏天，小朋友的爱，让她忘记了缠身的疾
病。

邓世昌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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