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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传奇奇书书堂堂峪峪
人头山上的奇石

书堂峪是一个有着神奇传
说、独特景观的好地方。这里到
底有着怎样的传说，有着怎样的
独特景观，还需要亲自走进书堂
峪去看一看。

书堂峪就在双泉镇驻地的
东南方向。走进书堂峪，首先看
到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就位于
书堂峪的入口处。从村子往南就
是这条深深的富有传奇色彩的
书堂峪。

有山方有峪。书堂峪两侧是
高高的青山，山上植被茂盛。左
侧的山势较高，夏季山上的植被
呈翠绿色，显得生机勃勃。村民
们称这左侧的山为柱子山。柱子
山的主峰挺拔秀丽，恰如一根柱
子高耸在此，因此得名。在柱子
山的主峰一侧，还有几个小山
头，其中一个小山头顶上有一块
孤立的山石，当地百姓称这块孤
立的山石为小人头石。这个山头
又称喇叭顶，也叫广播顶。因为
书堂峪村就在山峪中，村民们如
果有紧急情况，就会有人跑到这
小人头石上，冲着山峪内高声喊
叫，因此这个小山头又被称为广
播顶或者喇叭顶。

山峪右侧的山势较缓，若干
小山头一字排开，向远处绵延不
断。这右侧山上的植被略少，很
多地方都能清晰地看到造型别
致、形态突兀的山石，最为突兀
也最别致的山石当数人头石。这
人头石位于两个山头之间的一
条山梁上，周围植被不多，远远
望去，就像一位战士匍匐在山梁
上，扭头凝视着东南方。这“人”
的面部还很清晰，眼睛、鼻子、嘴
都惟妙惟肖。当地百姓称其为人
头石，这座山也就被当地百姓称
为人头山。

与穆柯寨有关的

传奇故事

在这群山的半山腰上，当地
村民新修了一条山路，这条山路
正好绕书堂峪四周一圈。沿着这
条山路，可以仔细领略书堂峪内
的风光。

我们从山峪的右侧开始，往
山峪深处行走。首先，我们看到
的是双猴岭。双猴岭顾名思义，
这里有俩猴。这俩猴其实就是两
块红褐色的大石头，远远望去，
果真就像俩猴子蹲在半山腰。

这俩猴一个面朝南，一个面
朝东，手挽着手还背靠着背，俩
猴的面部表情丰富，形象逼真。
关于这俩猴，村民们有着很多版
本的传说。有的说这是一对母子
猴，有的说这是一对情侣猴，还
有的认为这是一对兄弟猴。说起
这俩猴，持不同观点的村民们总
是要发生争执，甚至还争得面红
耳赤，谁也不能说服谁，最后还
是不了了之。正是因为没有一个
固定的说法，反而让这对石猴的
身世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也让书
堂峪多了一份神秘。

继续往里走，就能看到人头
石了。人头石位于两座山头中间
的山梁上。关于这个人头石，村
民们的说法同样有着争议。得到

大多数人认同的说法是，这是穆
桂英手下的一名将军化而为此
石，因为在书堂峪的南侧不远就
是穆柯寨——— 穆桂英的老家。村
民们认为，当年，穆桂英跟随杨
宗保下山之后，留下了一部分人
把守穆柯寨，其中的一位将军负
责书堂峪的守卫。这位将军忠于
职守，日夜守卫在这里，千百年
后，就变作一块大石头，依旧守
在山梁上。

“黑锅底”其实是一块黑色
的大石头，这块大石头横在半山
腰。说起“黑锅底”，村民们就会
给你讲起“刘章抢亲”的故事。故
事里说，当年，书堂峪村里有个
村民叫刘章。刘章年轻的时候很
聪明，村民们都很喜欢他。在邻
村王家庄里有个赌王，这赌王仗
着自己赌博的手段很高，便四处
挑战，到处欺负别人。有一天，赌
王来到书堂峪村，摆下了赌局叫
阵。刘章见这赌王气焰嚣张，便

主动迎战。结果，刘章不仅让这
赌王的钱财全部输光，还让赌王
搭上了自己的女儿。刘章年轻，
赢了钱财还赢了个媳妇，很是高
兴。可是，赌王输掉了女儿很不
甘心，便耍赖说自己喝醉了酒，
不承认押上了女儿。刘章便在
夜里趁黑去赌王家里抢了赌王
的女儿。赌王惊醒后，在后面追
赶。当刘章翻山跑到半山腰“黑
锅底”旁边时，想出了个主意，
便从附近抓了把白灰，在“黑锅
底”上画了两个大圆圈。赌王追
到此处，远远看到“黑锅底”上有
俩白圈，恰似一双大眼睛瞪着
他。赌王面对这双大眼睛，认为
是“黑锅底开眼”，便自知理亏，
不再追赶。

书堂峪与“储藏峪”

“夹夹沟，望花楼，喇叭顶上
小人头。”这句顺口溜中的夹夹

沟，其实说的就是书堂峪。和村
民们聊起书堂峪这个名字时，
我们猜测它肯定和书堂有关，
这峪中按说应该有书堂，可是
这书堂是何人所建，建于何时？
对这样的问题，村民们都摇头
说不知道。

有一村民说，最早这条山峪
叫“储藏峪”，后来才改称“书堂
峪”。这位村民说，书堂峪可是条
宝峪，峪中有杏树、桃树、核桃
树、山楂树、樱桃树等果树，这些
果树一年四季花开不断，硕果累
累。这条山峪为村民们提供了丰
厚的果实，就像是峪中百姓的一
个储藏室，所以得名储藏峪。只
是后来为了避免这样的宝峪被
人抢走，储藏峪才改名为书香味
十足的“书堂峪”。

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因
为这山峪中的确有很多果树。在
山峪的南端有一片百年核桃林，
据说这里的核桃树都超过百岁。
还有成片的山楂树、桃树、杏树、
梨树……每到花开季节，站在山
峪东侧的一个小山头上，往山峪
放眼望去，红的、粉的、白的、黄
的……各色花儿开满山峪。这个
小山头也因此得名望花楼。

在山峪中间，有一个小水
库，水库四周都是樱桃树。我们
进入山峪的时候，正值樱桃成
熟。今年71岁的刘汉儒老人就住
在水库边上，他和老伴一起看护
着这一大片樱桃树。老人告诉我
们，目前山峪中最老的樱桃树有
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在新中国成
立之前，山峪中的樱桃树非常
多，可以说漫山遍野，后来，大多
数都被砍伐了。到上世纪80年
代，整条山峪里只剩下42棵樱桃
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村
民们又开始栽种樱桃树。到现
在，整条山峪中的樱桃树又恢复
到15000多棵。

围着水库转一圈，满眼都是
挂满樱桃的樱桃树。小樱桃刚刚
泛红，成堆成串地把枝头都压弯
了。有些村民正拎着小桶采摘樱
桃，见我们在一旁拍照，便主动

打招呼，还热情地让我们品尝樱
桃。这里的樱桃个头虽然小，但
是味道真的不错。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谚语：
“樱桃好吃树难栽。”在书堂峪，
这句谚语就变成了“樱桃好吃熟
难摘”。为什么呢？因为樱桃成
熟以后，需要尽快采摘，否则，
樱桃就会从树上脱落并迅速腐
烂。在采摘樱桃的时候，还需要
一定的技巧，不能直接从樱桃
果柄上往下摘樱桃，也不能掰
断枝丫，要细心地掐断樱桃的
果柄，这样采摘下来的樱桃带
着果柄，有利于保存，还不伤
树。因此，樱桃采摘季节来临之
前，书堂峪村里的姑娘们便要
留长指甲，以便采摘樱桃。此时，
从书堂峪村嫁出去的女儿们，像
迎接节日一样，也纷纷回到娘
家，帮忙采摘樱桃。

金钱泉已不再淌金钱

书堂峪里果树繁密得益于
山峪中泉水充沛。在书堂峪左右
两侧的山上，各有一个神奇的泉
眼。西面人头山上有个“一口干”
泉，因为这个泉眼看起来很小，
水流也不大，好像一口就能喝
干，因此得名。别小看了这个“一
口干”，它可是天天叮咚不断，常
年不涸。

在东侧柱子山的半山腰处
有个泉眼，名叫金钱泉。据说，这
个泉眼不仅泉水汩汩喷涌不断，
而且还曾经往外流金钱。后来，
有个从山西过来的卖油郎路过
此处，发现泉眼里往外淌金钱，
便顺手从泉眼附近抓了一把蒿
草，塞进了泉眼。他打算卖完油
往家走的时候，再过来独占这里
的金钱，他怕被别人发现，就先
用蒿草将泉眼堵住。结果，等这
卖油郎再次回来时，这泉眼却再
也不往外淌金钱了，因为他用的
那把蒿草是棵万年蒿，只有等一
万年以后，泉水才能复活。

如今，泉水早已复活，可是，
只流泉水，不淌金钱。

“双猴岭，人头山，黑锅底上画大圈；夹夹沟，望花楼，喇叭顶上小人头。”在长清区双泉镇流传着这样两句
顺口溜。这两句顺口溜描述的就是书堂峪。书堂峪，这是一个带有浓厚文化气息和些许传奇色彩的名字，这又
是一条泉水叮咚、野果飘香的山峪。

本报通讯员 熊桂霞

书堂峪小塘坝（资料片）

书堂峪的双猴岭（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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