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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得让让村村里里的的文文物物‘‘活活’’起起来来””
大崮山村的古建筑损毁严重，亟盼保护修缮

说起大崮山村，不得不
说当地的特色名吃——— 崮
山馍馍。相传当年乾隆南巡
时，途经大崮山村，当地官
员将崮山馍馍供乾隆品尝。
乾隆尝后直夸崮山馍馍好
吃，特意为崮山馍馍点上了
象征“福禄喜寿”的四个红
点。

据村民司庆元介绍，崮
山馍馍的制作过程非常讲
究。面粉要选当地特产的小
麦粉来加工，引酵要用酒厂
的大曲来制作，这样蒸出来
的崮山馍馍就会带有一种
甜味。“做崮山馍馍要用‘压
杠’面 ,把和好的面揉成雏
形 ,再将一条条雏形面块并
排放进大锅里 ,把馍馍贴在
锅帮上 ,放上箅子蒸。这样
蒸出来的崮山馍馍底面是
杏黄色 ,口感酥脆 ,上面则是
白色 ,好吃又好看。”司庆元
说，崮山馍馍粗头朝上 ,细
头朝下 ,形如手指，用筷子
将红色的食用色点在馍馍
的粗头上，象征着“福禄喜
寿”。由于做工繁琐，加上利
润小，如今大崮山村靠老手
艺蒸崮山馍馍的只剩下李、
陈两家。

3月23日下午，记者开车沿
104国道南行，在崮云湖路口向
东穿过铁路桥洞，直行不远就到
了大崮山村。大崮山村北靠两座
山，一座是玉皇山，一座叫宝泉
山，宝泉山上的唐王寨和大崮山
村的很多文物古迹都有关联。村
里的司庆元与韩绍荣两位老人
向记者介绍了大崮山村的“前世
今生”。

韩绍荣老人是钢厂退休职
工，是自发保护文物和林场的热
心人。他向记者讲述了关于唐王
寨的传说。唐朝初期，各地叛军
起义，唐高祖李渊便派李世民率
军攻打刘黑闼起义军，两军在济
南府的白皮关对阵。此时的起义
军还很强大，李世民战败后退到
东北方向的山寨，山寨四周是悬
崖，易守难攻，随后在援兵帮助
下，李世民最终反败为胜。后来
李世民坐了皇位，认为是神灵保
佑他，为了感恩，就在白皮关修
建了青云观、光明寺，并修了官
道、官井，还在附近小山上建起了
玉皇庙。

传说中李世民被围困的山
寨，就是现在的唐王寨，如今只
剩下了十多间石屋。李世民与刘
黑闼对阵的白皮关，就在现在的
大崮山村，可惜已经踪迹全无。

李世民修的官道，当年还是大石
板铺路，后来也被水泥路面代替
了。记者看到，现存的官井位于
村中心，井上有一个后来搭的铁
皮亭子，村支书刘健说，除了顶
子已被换成铁皮，四根石柱据说
还是当年的原物。

由于村里早已通了自来水，
官井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作用，
但是这里的水还是可以用的，自
来水停水的时候，一些村民还在
用这里的水补充。位于官井北侧
的老供销社，颇有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风貌，据说就是当年拆了
青云观山门后而建的，在老供销
社的后院里，青云观的大殿（廊
庙）还保存着，但大殿的后墙已经
塌了一大块，成了一座“危庙”。

热心的村支书、主任等人带
记者一路游览村子里的老建筑。
从老供销社往东不远，在新建的
崮山小学校园内，光明寺仅存的
大殿（曾为乾隆行宫的一部分）
就位于其中。解放初期，大殿曾
被当做小学教室，司庆元、韩绍
荣等人都曾在此读过书，“文革”
时期，殿内的佛像、壁画均遭到
破坏，殿外的两棵直径为一米半
的大柏树也遭砍伐。现在殿内杂
乱地放着一些桌椅，变为了学校
的仓库。

光明寺就在玉皇山脚下，从
光明寺大殿北侧拾级而上便是
玉皇庙。玉皇山高80多米，记者
顺着新砌得很陡的石梯攀登，山
上林木茂密，有不少汉柏，直径
都在30厘米左右。据司庆元老人
介绍说，这些汉柏和晋祠等地的
柏树是一个品种，现在新长出来
的就不是了。它们都存活了好几
百年，价值不菲，但遗憾的是，现
在已被盗走了不少，仅剩下不到
100棵。

据庙前功德碑上的碑文记
载，玉皇庙的正门和大殿都是村
民及企业集资在原址上修缮的，
但旁边的三官庙与关帝庙均是
原物留存至今。记者从大门外望
进去，虽然经过修缮，但整个庙
宇仍感觉较为简陋。院内摆放着
十几块石碑，由于长时间受阳风
吹日晒，大多数石碑字迹几近消
失，碑文内容已经基本看不清楚
了。司庆元告诉记者，这些石碑
都为原物留存至今，包括唐代武
周，明代正德、嘉靖、隆庆，清代
康熙等时期的石碑都有留存。

大殿前有两根浮雕盘龙石
柱，两石柱各雕有一盘龙，精雕
细刻，形象逼真。玉皇庙究竟始
建于何时，并没有人能够说得
清，多数人认为是唐朝，但也有
人根据石柱上的盘龙为“三爪
龙”认为建于唐朝之前。在玉
皇庙的东北、西北两侧，各保
存着一座用石板砌垒成的小
庙 ，庙 内 的 神 像 雕 塑 十 分 精
美，庙外的石壁上刻有众多壁
画和文字，但因风化严重，早
已看不清楚内容，也就无法弄
清楚建庙的具体年代以及里面
供奉的是何方神圣。在玉皇庙
的东侧，还有一座小小的送子
殿，殿内的两侧墙上刻着“八仙
过海”的壁画，虽遭过破坏，但壁
画依然清晰可辨。

此外，玉皇山周围还有几处
山洞，有老龙洞、文昌洞、卧龙
洞、朝阳洞等。据《长清县志》
记载，清朝时长清境内有四大
行宫，皇帝每次南巡都要在此
停留休整，其中一处就修建在
玉皇山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崮
山村留存至今的古迹多数始建
于唐代，后经宋、元、明、清历代
重修、扩建，形成一定规模，但随
后受战乱和“文革”等影响，目前
仅存的这些文物古迹损坏严重，
有些已难以再恢复原貌。

为保护好这些仅存的文物
古迹，早在十多年前，大崮山村
就组建了文物保护队。作为保护
队的队长，韩绍荣多年来组织村
民义务保护本村文物，并重修了
玉皇庙。“我1998年从莱钢退休
回村，看着玉皇山上满地的残碑
破庙，感觉很可惜，觉得不能就这
样弄瞎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
西，得让它们‘活’起来，于是我就
想重修这些文物古迹。”在村民及
企业的集资帮助下，韩绍荣组织
起了二三十人的队伍，把石梯一
级级修起来，把损坏的石碑一块
块粘起来，把塌陷的大殿一点点

补起来，直至把玉皇庙修整完
好。如今，为保护好玉皇庙的文
物，庙里已安装了多部监控，可
即便如此，韩绍荣为看好庙，依
然和老伴经常在庙里过夜。

“大崮山村留存下来的文物
古迹大多破损严重，一部分是在

‘文革’时期遭到人为破坏，另一
部分则是因疏于管护或保养不
当造成的损坏。村里曾计划将所
有破损文物古迹统一修缮管理，
但因害怕在修缮过程中对文物
造成二次伤害，再加上村里资金
不足，计划最终不了了之。”在大
崮山村党支部书记刘健看来，仅
仅修好玉皇庙是远远不够的，但
无奈村里技术、资金条件有限，
无法独立完成这项工程，他希望
上级文物部门能够为大崮山村
提供相关支持，保护好这批历史
文物古迹，将它们传承给子孙后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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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美食

记者从济南市规划局
获悉，为提高社会各界对历
史建筑的认识和保护意识，
确保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全
部纳入保护范围，即日起至
4月3 0日，济南六区三县一
市范围内全面启动历史建
筑普查工作。通过此次普查
全面摸清城市历史建筑的
保存状况、功能和使用管理
情况，建立并公布历史建筑
名册，将有保护价值的历史
建筑纳入保护范畴进行挂
牌保护。

据介绍，建成50年以上
（或建成30年以上具有各时
期显著时代特征、具有特殊
保护价值的建筑），且符合
以下8个条件。具体看来，与
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
著名人物或者重要组织机
构有关的建筑；建筑样式、
结构、材料、施工工艺和工
程技术具有建筑艺术特色
和科学研究价值；反映本市
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体现
城乡传统风貌、时代特征和
地方特色的建筑；具有异国
建筑风格特点的建筑；著名
建筑设计师的代表作品；产
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
作坊、商铺、厂房和仓库等；
名人故居；符合前款规定但
已经灭失的建筑，按原貌恢
复重建或异地迁建。

本报记者 张帅 整理

8种历史建筑

将挂牌保护

相关链接

“希望上级文物部门能够为大崮山村提供一些资
金方面的支持，帮助村里保护好这些历史文物。尤其
是这些古庙，已经到了即将坍塌的地步了。”长清区崮
云湖街道大崮山村，作为历史上皇帝封禅泰山的必经
古驿道，这里保存着不少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这些
文物建筑大多始建于唐代甚至更早，具有较高的历史
价值。由于受战乱等破坏，加之风吹雨淋，缺乏相应维
护，这些建筑普遍损坏严重。近日，记者一行来到大崮
山村对此进行了探访。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帅 董从哲

玉皇庙大殿前有两根浮雕盘龙石柱，两石柱各雕有一盘龙。

青云观的大殿（廊庙）还保存着，但大殿的后墙已经塌了
一大块，成了一座“危庙”。

由于村里早已通了自来水，官井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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