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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玉皇皇爷爷护护佑佑抗抗日日勇勇士士
玉皇顶、白云洞古迹寻踪和传说

一个抗战老兵，
接到祖国邀请。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
参加北京天安门阅兵。
他感慨万千，
他倍觉光荣。
期盼了几十年的赴京观礼，
90岁时终于圆梦。
他家住官庄镇水峪村，
名字就叫刘士平。
上世纪40年代初，
他毅然参加了抗日队伍，
写抗战标语、侦察敌情。
和鬼子周旋，打游击战争。
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常打胜仗，多次立功。
49年编入解放军海军，
在浙江舟山群岛扎寨安营。
55年退役返乡回到家中，
大家才知道他没有牺牲。
这些年他仍是普通一民
从不炫耀自己的战功。
虽然已90岁高龄，
依旧眼不花耳不聋。
他说进京见了习主席，
向他问好，表示感谢！
还要和大家共同努力，
实现伟大中国梦！

（市委办退休干部 叶因森）

□刘曰章

又是一年教师节来临，每到这个时候
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恩师高广顺先生。
毕业三十年了，一共见到先生有十多次，
高老师淳朴的工作作风和对学生平易近
人的高尚情操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令
我至今难以忘记。

和高老师相识是在农中（职专）的第
二年，也就是1983年。由于第一年是学习
的文化课，从第二年开始又增加了畜牧兽
医专业课程。当时学校没有专业教师，高
老师和另一位老师是被上级部门紧急调
配过来的，刚刚从农学院兽医系毕业不
久，原先在县兽医站工作。

高老师讲课语速慢，声音轻柔，完全
不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因为我们本来是三
年的课程需要两年学完，时间来不及，也
不可能再加上一年在校时间，所以课程内
容选择等令先生绞尽脑汁。高老师注重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边学边实习，学校兽医

门诊每每遇到复杂的病例，先生都打破课
堂设置，带领学生边诊疗边讲解，使学生
们大长见识，受益匪浅。

在毕业后，我和三个同学前去应征体
检，没有想到的是全部被批准入伍，就这
样到了部队工作。每次来探亲时，尽管时
间短暂，还是抽出空去看看高老师，先生
好高兴。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从部队转
业回到老家，安置到了现在的单位工作，
老师知道后非常高兴，还是不断地鼓励我
学习进步。前几年因为要孩子，老人生病
等一切纷繁复杂的事情缠绕，疏于看望老
师。等到工作之余想去时，老师已经搬家，
电话已换，联系不上了。幸好今年春节后
同学毕业三十年聚会，才得到了高老师的
消息，在聚会现场看到了几年未见面的老
师，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是落了地。

虽然高老师已经退休在家，但是师恩
难忘，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学生祝高老师
节日快乐！生活幸福，心想事成！

（接上期）

哥们儿，咱肩上这是烧火棍啊！
咱两条枪还怕宰不了一只狼，还有
三年呢！我保证陪你杀只狼。

你不知道狼身上的瘆人毛有多
厉害，离我10丈远我身上的汗毛就
能竖起来，浑身还害冷。那狼嘴里的
獠牙更厉害，像刀子一样锋利尖锐，
哎呀！不说了，我咋越说越害怕！

金锁抬眼一看，天色有些阴沉，
翠花已经赶着一群羊走进了蝎子沟
里面。

“翠花、翠花快回来，咱今天不
往深沟里钻。”金锁喊起来。翠花还
在和金锁斗气，哪里听得进金锁的
呼喊，渐渐看不见身影了。金锁一甩
皮鞭，和三壮赶着羊群急匆匆地追
了进去。

蝎子沟顾名思义这条沟里盛产
蝎子，里面人迹罕至，由于沟里石头
多土少，所以乡亲们一直也没有进
去开荒耕种。里面草木茂盛，草多林
密倒是一个放牧的好地方，天气晴
好的时候金锁和翠花等小羊倌都喜
欢进去放牧，半天的工夫羊群就能
吃得腰粗肚圆起来。但是今天天色
阴沉，一丝不祥的预感涌上金锁的
心头。

三壮你带火镰了吗？要是有狼
咱保护翠花谁都不许跑，你敢吗？金
锁问。

“谁跑谁孬种，你以为就你金家
人敢杀狼、杀鬼子。俺老赵家的人也
没熊货，放心，咱仨一块来的得一块
出去。”三壮有点不高兴了。

好不容易追上翠花，翠花的气
也消了，正在一棵枣树下摘枣吃呢。
看见金锁和三壮过来，故意拍着鼓
得满满的裤兜说：“你们看我摘了这
么多红枣，你们也多摘些，晚上咱回
家熬红枣粥喝。”

翠花，咱今天不许再往山沟深
处走了，现在狼灾闹得正厉害。我和
小叔又杀了狼，爷爷说，狼会记住咱
家人和牲畜的气味，会来报复呢！他
还说狼要是不报复就不叫狼了。咱
回头出蝎子沟，去外面放羊吧！金锁
一本正经地说。

翠花被吓着了，好、好，咱这就
往沟外走。

金锁一低头，喊了一声不好，指
着地上一坨狼粪说：“你们看有狼
粪，还鲜着呢！说明有狼刚才还在这
里。”

三壮和翠花一看果真是一坨狼
粪，横在三人眼前。三壮用一根树枝
一扒拉见狼粪里还夹着许多白骨，
叹了口气，不知道谁家的羊又倒霉
了。

一阵阴风吹过，三群羊不由自
主地聚在了一起，不安地咩咩叫起
来。金锁和三壮端起枪来，警惕地望
着四周。

三壮你的火药葫芦装满了吗？
金锁问。

“装满了。”三壮说，咱得赶紧撤
了，此地不宜久留。

撤不了了，你们看，顺着金锁手
指的方向，翠花和三壮往沟口一看。
只见山谷两边的垭口上一边已经站
了一只灰狼，威风凛凛地守住了出
口。

娘啊！吓死俺了。咋办，金锁？翠
花吓得哭出声来。

不能哭，不能被它们吓倒。要是
被它们看到咱吓傻了，很快它们就
能冲过来。它们跑得像旋风一样，咱
可挡不住。咱得想办法先唬住它们，
再想办法。金锁咬着牙装作镇定地
说。

小说连载 6600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
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
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
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
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
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编者按

胡山东南，峰峦叠嶂，一山峰耸
立，为玉皇顶，其南麓逶迤之山为凤
凰山，半山腰间白云洞隐藏其间。白
云洞，传说是众仙聚集之地，一到雨
雪天气，白云洞内便有云雾吐纳，故
名。初秋，笔者从玉皇顶山峰之北到
白云洞，一路悬崖峭壁，山路崎岖，
风光旖旎。

□翟伯成

古时玉皇顶，连绵数座群山。与胡山
东南接壤之山叫步全岭。笔者查阅了明
清县志，在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中这
样记载：“步全岭，在县治（今绣惠）南五
十余里，马家峪庄东，又名北石门。”当地
人称胡山东门以南的小山为青杨崮，这
里有条鸟道。每当天朗气清，可见到各种
鸟群，如白脖子乌鸦、红嘴乌鸦和老鹰
等，三五成群，飞行路线固定，且有一大
拐弯，飞行时颇为壮观，如飞机军演一
般。

虽有老鹰，但蛇很多，据当地石匠们
说：他们曾见过一条大蛇，约八到九米
长，黑白花纹，经过山坡，野草唰唰作响，
经过的蛇道，几天后还清晰可见。蛇抬起
硕大的头，离地约有10公分，朝着玉皇顶
南麓急速而去。石匠见后，纷纷逃遁。

据甘泉村民口述：抗日战争时期，当
地的一个抗日勇士李广福被数十个日本
兵追赶，他向着玉皇顶凤凰山一路奔跑，
日本兵紧追，欲数人合围，最后，李广福
无路可走了，便跑到白云洞后面的一处
绝壁悬崖石壁上。日本兵明明看见李广
福躲在石壁上，他们从下面开枪，竟然怎
么也打不着他。日本兵气急败坏地爬到
石壁上方，上下两面攻击，李广福同时反
击。但奇怪的是，日本兵的子弹怎么也打
不着李广福，而李广福的子弹却像长了
眼，一枪一个。日本兵一看地形险要，便
赶紧下山溜走了。李广福认为是玉皇爷
救了他的命，便来到白云洞给玉皇爷磕
了三个头，并发誓要回报玉皇爷。后来，
李广福买了两亩地，送给玉皇庙里的道
士耕种。

玉皇顶传奇故事多

白云洞，自古为古刹，始建于何年，
因世远年深不可考。有文字可考的重修
记录有二：一为《嘉庆七年重修白云洞
碑记》：“夫章邑之南五十余里，是为甘
泉庄，之东凤凰山前有一胜地，名曰白
云洞，尚闻上古之世原有玉皇神像，益
盖古刹也，但世远年湮，考稽无由，虽查
而弗传，炉烟即断……”由此可见，白云
洞存在年代已久。从嘉庆七年算起，至
今也有210多年的历史了。另一记载是民
国三十年《重修白云洞碑记》，文祖韩召
南撰写碑文，马鉴青书丹。

白云洞建筑群分北殿、东殿两部
分，相隔百余米。北殿旧时山石嶙峋，洞
身莫测，后人用砖石砌成殿宇。正门名
玉皇殿，内有玉皇大帝和金童玉女的塑
像；殿西有三皇庙，三皇庙供奉的是头
长弯角的伏羲氏、身穿树叶的燧人氏和
身着布衣的神农氏。东侧是塑有孔子、
如来佛祖、道德天尊的“三教堂”。三教
堂再往东，还有二庙，一为观音庙，一为
灵官庙。

由灵官庙过石板桥即是东殿。东西
约20米，南北12米，高约3米。分前宫后
宫。前宫为碧霞元君祠，元君坐中央，朱
砂娘娘与送子娘娘分坐两厢。后宫为白
云洞，洞内有白云奶奶塑像。宫廊间用
砖砌墙，南北墙上俱有彩绘壁画。北墙
为“八仙抱子”，南墙为“八仙拜寿”。白
云洞内钟乳云集，有的如白玉柱，有的
如竹笋，有的若卧虎，有的似苍龙，千奇
百怪，各具形态。岩间不断有泉水滴下，
声声如击磬，悦耳动听。夏天置身洞内，
十分清凉，令人心旷神怡。

白云洞历来为三教圣地，山明神
灵，香火不断。“文革”中在劫难逃，神像
被砸碎推至山下。改革开放后，为开发
白云洞这一胜景，当地群众集资，重修
了庙宇、神像。

古刹白云洞三教并存

恩恩师师情情谊谊难难忘忘

一一个个老老兵兵

白云洞北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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