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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刘广琦

泰安城像是个孩子，温润地卧在泰山母亲的
怀抱。梳洗河、奈河穿流左右，犹如孩子所着的飘
飘襟带，蒿里山则似孩子嬉戏的毛球，堆落在一
旁。而这个“孩子”也历经1000多年风雨的洗礼，在
造化神秀中成长。

这座城，杜甫来过，在这里抬头望岳，绣口一
吐，道出“齐鲁青未了”；李白在某个桃花盛开的四
月来过，清晓骑白鹿，由此上日观；李商隐也来过，
从这里拾阶而上，去思索五十华年里多少苍生鬼
神事。而他们曾漫步的那些街道，也在时光回旋中
与这座城、这座山浑然一体，紧密相拥，像纵横的
乐谱一样，将袅袅的岁月之音扬奏在泰山脚下。

通天街：唐槐苍遒伴双龙

通天街位于岱庙正南，北起升平街，南至财源
大街，是泰安城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在《泰安县志》
中，它曾被称为景岩街，取《诗经》“泰山岩岩，鲁邦
所瞻”之意而得名。由于从通天街北行，越双龙池，
过遥参亭，穿岱庙，经岱宗坊便可直达南天门，所
以在清代时又称之为通天街。作为泰山脚下的起
点，通天街数百年来历经风雨沧桑，见证了这座城
市点点滴滴的变迁。

这条老街也数易其名，1928年被改称为中山
街，1938年则被改为新民街。一直到1949年，才又
复名为通天街。然而，到了“文革”时，通天街曾一
度改为跃进街，直到1981年才改回了通天街的名
称。通天街名字的更迭便是一段历史，这条街经过
了岁月的洗练，越发沉厚、稳重。

古时的通天街，步步为店，热闹非凡。早在清
代《泰安县志》中就有记载：“城内遥参亭前，酒楼
饭庄相挨，货郎掮客错杂其间，有戏台四五座，还
有斗鸡、蹴鞠、说书、相扑等杂艺，数千人如蜂蚁、
各占一方，锣鼓讴歌热闹非凡。”这繁华景象正是
发生在通天街。这样的市井热闹景象如今还可在
泰山学者宋宝绪所绘《泰安古城图》中略窥一斑。

据81岁的宋宝绪介绍，明清时期，通天街的繁
荣辉煌不只于此。“当时通天街还聚集着泰安的政
治、军事机构。这从历史建筑上就可以看出来，它
的西面原来是萧大亨故居，后来成了老县衙，算是
政治中心，它的东面有一个守备署，相当于军事中
心。除了沿街的商铺，街上还有两个大石牌坊。”

宋宝绪所说的两个石牌坊，其中靠南的是“三
朝元老坊”，这位三朝元老就是萧大亨，曾历任嘉
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明末重臣曾在通天街居住。
对于萧大亨的早年经历，正史虽无记载，但在泰安
民间的传说中，却流传着不少故事。比如说他年幼
家贫，以卖豆腐为业，但好学不辍，乡绅刘某知其
必贵，遂将女儿许配，操持家务，佐其学业。

通天街北有双龙池。据宋宝绪介绍，光绪年
间，泰安地方官为解决城内居民吃水问题，捐资开
凿水渠，自王母池而下引梳洗河之水，环绕岱庙贯
注遥参亭前，建方形水池以停奔湍之势。水势旺
盛，清流滚滚，极大方便了城内居民用水。池西有
唐槐一株，甚是苍遒。

而双龙池再往北，有一古旧的牌坊，上书三个
红色大字“遥参亭”，这便是泰安老城的中心，泰安
土语俗称“亭子门首”。古时皇帝登上前，在此先简
单参拜一番，过了遥参亭才进入岱庙举行正式大
典。这个亭子门首的影响力在民间可谓深入人心。
早年间一家挑担子卖甜沫的，因其常年在遥参亭
前从早卖到晚，随要随盛，于是乎成就了泰安城的
一句歇后语：“亭子门首的甜沫——— 现盛(现成)”。

运舟街：天门行船慈善岭

自双龙池向西步量200步路南，便到了泰安人
耳熟能详的运舟街。运舟街在老泰安城的西南隅，
老县衙的西侧，南至府前街，北至升平街，街长273
米，宽4 . 4米，原为石铺路面。运舟街与通天街相
仿，也是有着好几次名称的变迁。据《重修泰安县
志·舆地志》记载：城区，州前地方郓州街。而《泰山
志》则载为“运舟街”。据后唐冥福寺碑记载：岱岳
镇“时有大小郓州街之名”。后唐在北宋之前，也就
是说，在北宋开宝五年(972年)乾封县(旧泰安城)未
迁到岱岳镇(今泰安城)之前就有郓州街，算来这
条街最少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

而当年“郓州街”为何又改名“运舟街”呢？据
清代《泰山道里记》和《泰山志》记载：“白鹤泉”的
水向南流经封家池再入泰城北门，然后顺岱庙墙
南流，至东南角转向西南经郓州街南入奈河，再入
泮河。因当时郓州街有水流过，能行舟，故改名运

舟街。
而这一说法却有令人不解之处，尽管泰安城

地形南北落差较大，但仅凭穿街而过的白鹤泉水
怎能浮得起小舟？这不得不使人从别处找寻更合
理的解释。郓州街之名源起于后唐时，当时此地由
朝廷直辖，每逢祭祀泰山之时，镇内商贾云集，市
面较为繁华。这条街起名郓州街，可能与当时来往
较多的郓州商人有关。

施耐庵在《水浒传》燕青打擂中写道：“岱庙上
好热闹，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有一
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官。到泰山神圣节之时，
许多客店都歇满了。”而另外一位郓州人，水泊梁
山的头领宋江，则有使得运舟街改名的嫌疑。由于

《水浒传》的影响，清代官府怕百姓由郓州街之名
联想到宋江，进而奔上梁山，便将“郓州街”谐音改
为“运舟街”。

而运舟街的名字在民间还蕴含更多有趣的传
说。据79岁的朱培良老人讲述，泰安城过去是一片
碧波荡漾的大湖，从泰山的南天门出发到城南的
慈善岭，要坐舟去，犹如今日泰山索道。而行舟的
路线正好经过这条街，“据上几辈人讲，这条街出
土过木船，船底下还有鸭蛋呢。”

大关街：裙灯摇摆映街红

若是时光穿梭回100年前，出了泰安的西门岳
泰门，便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 大关街。大关街
东起古泰城西门(今东岳大街与青年路交会处附
近)，西至上河桥，全长300多米。《泰山区地名志》
记载，西关在古泰安城四关中最大，因此这条路被
称为大关街。

清代末期，随着津浦铁路开通，泰安城的格局
被打破，泰安的发展进入新阶段。1910年11月19

日，第一列火车从老泰安城西门外西南郊隆隆开
过。铁路通车后，物资集散、人员往来都集中在车
站附近，很快形成了车站街，从此泰安城市重心逐
渐西移。近代泰安有商号600余家，大多设在老泰
安城西门以外的大关街。这里不仅商号、货栈众
多，还分布着众多的客栈、烟馆、酒馆等，成了商业
和娱乐的中心地带，其繁盛程度，已远远超过府治
所在的老泰安城。

据88岁的杨维山老人讲述，他记事时，大关街
上各种商铺林立。小时候练字的纸墨笔砚是在大
关街的“汶山堂”买的，“那时候花几毛钱看一场电
影，还有唱地方戏的，正月十五各家商铺都挂上灯
笼，晚上把街道映得通红，那裙子灯一长串，在风
中摇摆。”

现在很多泰安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大关街的
具体位置，但在老人的回忆中，大关街还见证着一
段难忘的往事。1912年，冯汝骥任泰安县长，他巧
立名目，强取豪夺，在泰安搜刮三年。解职后，泰安
人民仍难平复对他的怨愤。

1917年初，有人倡议“人出钱一文”为冯铸造
贪官丑像。此倡议顺乎民心，妇孺乞丐皆争相出
资。6月，铁像铸成，像高一米二左右，苦丧脸，头顶
元宝，双膝跪地，双手齐肩，掌心向上，各托一元
宝，浑身上下均铸有银元图形。铁像初置双龙池南
侧，面南而跪。消息传开，轰动城乡，搬亲请友，争
相看奇。

1931年秋，冯铁像被放置在大关街东首的包
公祠外。人们憎恨贪官，对着冯的丑像，唾弃咒骂。
杨维山老人依稀记得小时候把西瓜皮扣在冯铁像
的头顶。1947年春，解放泰安城时包公祠被炸毁，
冯铁像倒卧瓦砾堆中。1948年秋，铁像被人砸成碎
铁，卖给了许家铸铁厂，铸成铁块。铁像虽不在，但
秤杆挑江山，老百姓心中自有定盘的星。

■ 地名故事

杜甫在这里抬头望岳，道出“齐鲁青未了”；李白在某个桃花盛开的四月来过，清晓骑白鹿，

由此上日观；李商隐从这里拾阶而上，思索多少苍生鬼神事……

通天街头泰 运舟巷里安 □ 本报记者 卢 昱

历史时期的泰安城城址随泰山祭祀活动
而几经变迁。最早建置在泰山附近的城镇，
是春秋时的博邑，其城址在今泰城东南15公
里的旧县村。秦统一后，在此设立博阳县，
同时作为济北郡的郡治。汉初在此设立博阳
郡。自春秋设县至西汉武帝前的四百年中，
博城一直是泰山南麓的政治、文化中心。

西汉时，武帝先后多次由东谷入山封禅
泰山，带动了泰山东麓村镇的发展、兴盛。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下令在泰山以东设立
新县，以奉祀泰山，故名奉高。奉高县城址
即今泰安城东25公里的故县村。后来泰山郡
治便设在奉高城，直至北朝，历时六百年。

东汉末年，当时泰山一带是黄巾军的活
动范围。他们曾经集兵三十万人攻打泰山郡
城。由于屡遭战火，历经沧桑，奉高城逐渐
衰落下去。公元605年，隋炀帝迁奉高入
博，改名为博城，城址在今邱家店镇旧县
村。隋唐时期，泰山以南的博城由于泰山登
山路线自东路向中路转移，再次繁兴。公元
666年，唐高宗封禅泰山后，将博城县更名
乾封县，乾封县城(今旧县村)取代奉高城再
次成为泰山第一重镇。

唐中后期及五代，泰山进香活动兴盛，
以东岳庙(即今岱庙)为中心的地段由此迅速
繁荣。唐末在此设岱岳镇，五代时并建寨
墙，置有岱岳镇使、岱岳镇都虞侯等官以掌
管镇事，今泰城的雏形由此而始。北宋开宝
五年(972年)，乾封县治移岱岳镇，今泰城逐
步成为泰山地区的行政中心。

宋真宗封禅泰山时(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将县名改为奉符，并在县城西南另筑
新城，其城址即为今市区南郊的旧镇村。奉
符和它的前身奉高和乾封的不同之处，是脱
离了宽阔的河谷平原而转移到泰山南麓；市
镇里集中了较多的商人、手工业者和与宗教
活动有关的闲杂人员。它是宋代封建社会市
镇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作为封建社会的
城堡而言，新城址的选择也很合适，两边有
河流(奈河、梳洗河)可以引为城壕，又可以
就地取材，建筑土石结构的城墙。

金王朝南侵灭北宋后，于奉符县设立了
泰安郡，后改为泰安州，管辖奉符、新泰、
莱芜三县。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泰安
由州升府并设县。“泰安”二字取义为“泰
山安则四海皆安”，此名沿用至今。史料中
记载的泰安城址变动，与民间“先有故县，
后有旧县，三迁泰安”的说法基本相符。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代帝王登
封告祭，逐步提高了泰山的历史地位，使泰
山一步步成为了中国的“国山”。与之相对
应，泰城的形成、成长的历史轨迹与泰山逐
步发展的地位密切相关，可谓“城以山名、
以山而址、以山而兴”。

·相关链接·

一座山城

三度变迁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王洪靓
本报通讯员 刘振华

海滨小城胶州，地处平原地带，城区一片坦
荡。紧靠胶州城区的三里河街道盛家庄村，耸立
着两座驼峰般的土丘双岭，虽只有不足10米高，
却是当地孩子们心目中的神秘小“山”。

远望横卧于田野之上的双岭，确像两座相拥
而立的圆润绵峰。村村通公路从双岭南侧绕过，
犹如一条银蛇，在大大小小的村庄中蜿蜒，悠远
静谧。

胶州市博物馆馆长王磊介绍，双岭古称“双
陵”，顾名思义是指古墓，并非自然形成。从土
层鉴定，此岭为人工堆砌，西南侧两三亩之多的
凹陷平地，应该就是双岭古墓封土用的取土地，
如同秦始皇墓附近的鱼池村。

双岭古墓占地面积约八九亩，四周有约1米
高的方形高台。两墓直径均有十余米长，高约10
米，北侧的墓比南侧略高些。古墓上的土为黄褐
色，其间夹杂卵石，墓上的灌木杂草都被野火烧
为焦土，在风雨的剥蚀下，更显古老沧桑。

□老百姓一向是民间传说最勤劳的创作传承
者，双冢古墓激发了人们的极大好奇，自古以来
关于双岭来历的神话传说在胶州广为流传，为双
岭平添了几分神秘感。在当地走访，轻而易举就
可得到数个版本。

被认为可信度较高的一个传说，源自《大明
一统志》卷25《列女·王氏双女》的记载。据
说，北宋靖康年间，金兵南下，百姓四处逃难。
胶州的王员外有一双女儿，貌美如仙，聪慧过
人，被王氏夫妇视为掌上明珠。一天，金兵突然
到达胶西(胶州)，王姓姐妹携母亲逃到海边，被
金兵抓获。金兵见姐妹二人貌美，欲欺侮。姐妹
二人对金兵说，如果能放过母亲，就答应他们的
要求。金兵不知是计，放走了她们的母亲。姐妹
二人见母亲脱离了险境，便在途中突然携手向海
里跑去。金兵追赶不及，姐妹二人投海自尽。乡
人感其姐妹贞烈，把她们厚葬于胶城南岭，并建
庙祠，香火四季不断。

王磊说，在明初永乐年间所记“胶州八景”
中，双岭被称为“双女荒冢”。明中后期嘉靖年
间，胶州八景多有更替，但双岭古墓依然在列，
被称作“古墓寒烟”，有诗礼赞：“郭外青山势
孤耸，寒天落日明荒冢。当年二女冰骨埋，兽石
嵯峨碧云拥。马鬛年深春草长，至今贞节凌秋
霜。惆怅芳魂招不起，沧溟万里空茫茫。”

明清年间，双女庙重修。清代康熙年间，胶
州南乡冷家庄的著名书法家冷文炜曾题庙云：
“一片丹心”。民国初年时，庙址尚依稀可辩，
碑碣犹存。抗日战争爆发后，双女庙被日军拆
除，并在墓上修建了碉堡。

“两位民间女子救母于危难，殉身于家国的
事迹虽节烈可钦，但并无考古证据支撑，且一介
布衣百姓一般不太可能拥有如此规模和形制的古
墓，如此庞大的土堆，也不是普通百姓随便拉几
车土就可以筑起来的。”对于“王氏双女”之
说，王磊认为可信度不高。

□动人的双岭“二仙”传说，在当地也可谓
人尽皆知。

据说，早年双岭一带前面是一片大海，百姓
以打渔为生。一户人家有一对双胞胎女儿长得特
别水灵，街坊邻居称她们为“二仙”。在她们十
五岁那年，一场瘟疫夺去了父母的性命，“二
仙”只好拿起母亲织网的梭子，在海滩上和渔家
姑娘一起编织渔网。斗转星移，“二仙”渐渐懂
事，与年轻的渔郞大虎、二牛相识相爱。眼看结
婚的日子快来到了，忽然皇上下了选美圣旨，尚
未出嫁的“二仙”被选中了，任凭“二仙”怎样
哭诉，她们还是被官兵抢走了……

当天夜里，“二仙”决定逃走，她俩趁官
兵沉睡悄悄地溜出官驿。官军追来了，她们顾
不得脚疼奋力奔跑，猛然抬头，发现前面竟是
一道悬崖，崖下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进退无路
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贞节，“二仙”双双跳
下了悬崖。

当人们闻讯赶来时，沟崖边出了一条大岭，
岭顶上又凸出两个大埠子，活像两座坟墓。乡亲
们纷纷过来悼念，从此“二仙”坟前终年香火不
断。之后，乡民们发现，来此祷告时，有点难事
往往都能逢凶化吉。“二仙”显灵的消息不胫而
走，人们就把这两个埠子叫“双灵”。

有一年，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老道，他听说
“二仙”有灵，就也拿香纸向“二仙”借了不少
东西，谁知这个泼皮老道竟是只借不还，“二
仙”受了欺骗，不再显灵，原先的“双灵”也改
称“双岭”了。

“二仙”的传说颇具神话的传奇色彩，但略
略思量，实不足信。盛家庄党支部书记张玉杰
说，诸如此类的神话故事，村里还流传着许多，
大都表达着村民们对双岭古墓的敬重，现在每逢
年节，也常有人祭扫。大墓东侧，刚燃放过的红
皮鞭炮及祭奠者留下的“压坟头”烧纸，就是除
夕下午上年坟时留下的。

□若传说故事皆为杜撰，那双岭古墓的墓主
人究竟是谁呢？

已故胶州文史专家郑文光老先生在考证后提
出自己的观点：这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莒国古
墓。

双岭北约一公里处是有名的三里河龙山、大
汶口文化遗址，往西不到两公里就是城子村。据
记载，城子村是西周时期的分封国莒的都城，初
称“计”，后称“计亓城”，简称“城子”，城
子村因此得名。“计亓”后来逐渐被演化为“计
斤”，如今城子村西不到一公里处就有东西计斤
庵两个村。

莒地在殷商时属姑幕国，为东夷之国，占据
临沂、日照等鲁东南广大地区，有相当势力。公
元前11世纪，商纣无道，周起兵伐纣，东夷族纷
纷响应，莒全力以赴助周灭商，并臣服于周。随
着周王朝控制能力的逐渐减弱，不安心蜗居一隅
的莒国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一直发展到今江苏
北部，都城也由今胶州一带迁往日照、临沂、莒
县。春秋时期，齐桓公在避难时，就是在莒国接
受庇护的，可见当时莒国的国势之强。

自夏商周开始，国君的墓葬都很大、很讲
究，且在离都城不远的地方。双岭古墓距城子村
非常近，双岭古墓的规模与齐国故城临淄的二王
冢和四王冢也极为相似，并且，商代后期盘庚迁

都后的帝王，都有“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习
俗，双岭古墓南略小、北略大的规制，也未必不
是南子北父，或南弟北兄。这些都让郑文光相
信，双岭很有可能就是莒国国君的古墓。

然而，上世纪50年代，胶州铺集镇的西皇姑
屯村在挖地造田时，曾挖出了一批古代的四足方
鼎。据专家考证，此非周廷之物。周鼎三足，而
殷鼎四足，故应为殷鼎或殷后东夷诸国之祭器，
联系其地理位置，认为应是古莒国的墓葬之物。
如果莒国古墓在西皇姑屯，那双岭古墓里躺的又
是谁呢？

王磊说，现有的考据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但
是考古工作以出土实物为准，古墓中若能出土墓
志、铭文器物及其他体现时代特点的随葬器，一
般就可以结合史料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但现今古
墓未经考古发掘，古墓的确切主人和时代仍然难
有定论。

□由于双岭古墓历史悠久，又或是王侯之
墓，因此屡屡受到盗墓贼的青睐。盛家庄村村民
自发保护古墓，专门成立了保护古墓小分队，若
有不明人士在古墓周围逗留，他们会格外注意。
但即便如此，盗墓贼仍是令人防不胜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双岭古墓及周边的马鞍
子、大埠子、大冢子等几处古墓多次被盗，如今

攀爬双岭，仍隐约可见早年盗墓贼留下的痕
迹。

2003年，因平度盗掘汉代康王墓案告
破，案犯供出到胶州盗掘古墓的犯罪行为，
胶州公安局对案犯提审时交待，根据墓葬的
规模和墓穴深度来判断，此处应为周至汉代
的墓葬，很有可能与东周时期的莒国古墓有
关，只是土层太深，时间紧迫，还没有来得
及挖出里面的古董。

而在双岭左近的马鞍子古墓和大埠子古
墓，盗墓者挖出的宋代青砖及古代滨海地区
惯以随葬的牡蛎皮、杂色蛤等，却与志书中
所记载的“王氏双女”故事的时间相符。

“马鞍子和大埠子有可能正是王氏二女
之墓，时间久远，人们以讹传讹，把相近的
古墓混为一谈也属常见。但这也仅是个推
测，要想得出定论，必须进行系统的考古发
掘。”王磊说。

□双岭的身世本就扑朔迷离，2009年8
月，为配合盛家庄土地整理项目工程，胶州
市博物馆配合上级考古部门对工程范围进行
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使它的身份更加扑朔迷
离。

考古人员首先发现了3个被贝壳厚厚覆
盖的古代墓葬，经发掘断定，3个墓葬都是
西汉时期的积贝墓，墓葬内还发掘出了玉
器、陶罐、漆器、铜镜、钱币等珍贵文物。

“积贝墓是将牡蛎、蛤、海螺、鲍鱼等
海产贝壳，散布在墓室四周的一种墓葬形
式，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潮湿。积贝墓不仅
是西汉时期沿海居民墓葬形式的显著特点，
还是墓主人显赫身份的象征。”王磊说。

在连续十多天的发掘中，考古工作人员
在近千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共发现墓葬30
余个，出土陶器、铁器、瓷器和青铜器等珍
贵文物百余件。其中，地下墓葬密集，布局
规整，且大都保存完好。除积贝墓外，还有
土坑竖穴墓、砖椁墓等，甚至还发现了下葬
夭折婴儿的瓮棺和瓦棺。

王磊介绍，这片墓葬面积非常大，从盛
家庄一直延伸到东南方向的双岭村，从墓葬
规制和出土文物判断，应为西汉时期贵族墓
群。胶州历史悠久，而且历史上一直是北方
非常重要的军事和经济重地，拥有如此规模
的贵族墓群也不足为奇。“如果从古墓密集
分组布局的规律来看，双岭古墓也有可能是
一处汉代墓葬，但它又与汉代墓葬的形制多
有不同，双岭古墓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2008年11月，双岭古墓被青岛市人民政
府列为第八批青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
于暂时还没有考古发掘双岭古墓的计划，现
在我们专门派文物保护员每天到古墓巡
视。”王磊说，双岭古墓虽然曾遭盗墓者发
掘，但由于其封土较高，里面掺杂着大型卵
石，盗挖过程中容易塌方，至今仍基本保存
完好。接下来要争取最大限度地保存好古
墓，等待深埋地下的千年古物重见天日。

双冢古墓的身世谜题

双岭古墓

拍摄于1943年的通天街 民国时期的大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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