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略金山雄浑灵秀

11月24日中午，记者一行来到
金山脚下。刚下车，就看见停车场北
侧的山体高处镌刻着“金山”两个大
字，大气磅礴。

移目左望，不远处的登山路延伸
一小段后隐入山中，山顶建筑隐约可
见，雄浑灵秀之感油然而生。上山的
路就是当地有名的金山十八盘，路旁
还立有石碑，记录着当地百姓1998
年春至2000年秋重修此路的善举。

同叫十八盘，金山十八盘有石阶
千级，比泰山十八盘少得多，攀爬难
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登山路由石
块砌成，石块表面并不平整，每级石
阶宽度不一，窄小者仅可容半只脚踩
踏，每走一步都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费力气也费心神。

攀登开始几分钟后，山路旁出现
了一座石头建筑，门楣条石上刻着

“灵官庙”三字。门旁有碑，字密密麻
麻，不过很多已难以辨识。

“你看，这块碑上刻着‘大明国山
东青州府益都县怀德乡孔家社’。明
朝的时候就有这座庙了。上面还刻
着贡生、监生等一些有文化、有功名
的人的名字。”一同登山的仇绪芳侃
侃而谈。他是当地人，对这座山的历
史、文化等颇有研究。

他说：“碑上刻着一个刘姓人的
名字，现在看不出来了，还刻着‘年命
不合’。他身体不太好，就叫他儿子
来主持修了这座庙。过去人们祈雨
也是先来这里。”

继续上行，山路蜿蜒，眼见前方
无路，转过弯又柳暗花明。步移景
异，时有惊喜。最奇特的是“拦路
树”：有多棵松柏不在围栏外，直接扎
根石阶上，像给游人准备了登山乏累
时的遮阳歇脚处。乍一看觉得突兀，
细品时又温馨有趣。

用时半小时，几人终于抵达海拔
420米的金山之巅。山顶上建筑颇
多，高低错落。登山路直达南天门
外，形制虽小，却充满肃穆之感。山
上还有钟楼、鼓楼，附近寻见几块残
碑，还能认出“康熙十一年三月”“康
熙陆年”等字样。

记者来到悬崖边，巍巍高山、苍
松翠柏尽收眼底，手扶围栏远望，南
边的省道上车流不息，村落、田野清
晰可辨，顿觉心旷神怡，登山的疲累
感一扫而空。

在临淄区金山镇政府西南3公里处，藏着一处不起眼的水塘。水塘有个好听
的名字——— 金水塘。水塘面积不大，悠悠碧水点缀着这片土地。

《临淄史略》中记载：“在金山与银山之间有一山口，俗称‘船口’。传说很早很
早以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只露金山、银山两个山头，南来北往的船只都从此穿过。
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海洋慢慢地干涸了，露出了这个马鞍形的山口。至今这个山
口仍称‘船口’。”金水塘即处在“船口”上。

“金水塘东边的山叫银山，西边的那座是金山。你们去金山看看吧，可好了！”
11月24日，一名当地村民站在塘边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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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之巅建筑众多，错落有致。在灵官庙，仇绪芳仔细辨认石碑上的字。

陆学贞老人家中有棵老槐树，虽已是初冬时节，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

陡峭的金山十八盘，爬起来费力又费神。

11月24日下午，在金阳村村委大院，几名村民在阳光房里闲坐聊天。

金山上也有南天门，规模
虽小，却充满肃穆之感。

金山上植被丰富。11月24日中午，一名村
民到山上捡拾酸枣。

陆学贞老人正推开家门。她家的大门充
满了“老味道”。

因金山得名的古村

从金山下来，记者又来到山南
不远处的一个村子，那里也是仇绪
芳的家乡。用无人机从高空俯瞰，
村子大致呈正方形，北面的金山一
览无遗。

根据记载，李姓于明洪武年间
从山西枣强迁到此地，因立村于金
山之阳，得名金阳村，已有600余年
历史。村子虽小，但背倚金山，面向
小河，环境优雅，又有“雅庄”的
美称。

在老人口口相传的村史中，早
期的金阳村不过两三百口人，只有
两条胡同，一条南北胡同不足2米
宽，一条东西胡同仅宽3米。村南有
小河，名桃花溪，发源于康山脚下。

村南头截沟汊建成的庄里湾，
是村里的主要蓄水塘，演变至今已
成了一个小型水库。湾崖西面的胡
同口曾有一棵树干很粗的老槐树，
高大的枝杈上绿叶浓密，张扬着数
百年的生命力。老槐树的树洞可容
纳四五人，是孩子们捉迷藏的好
地方。

“我小的时候，老槐树这里是全
村人冬天晒太阳、夏天乘凉的地方，
也是说书人、杂耍人的表演场地。
要是来了货郎、赊小鸡的，一摇货郎
鼓子或一吆喝，全村都能听见。”仇
绪芳说。

几十年前，这棵老槐树消失了，
只留存在了老辈人的记忆中。不
过，记者在村里走访时，在74岁的陆
学贞老人家里看到了一棵有300多
年树龄的老槐树，直径近一米，枝杈
高耸，让人依稀看到了老槐树的
影子。

走在村里，记者看到了村子的
古旧痕迹，也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
现代气息。村委大院里，几名村民
晒着太阳，你一言我一语拉起了家
常。路上，工人忙着敷设新的排污
管道。村民们的生活正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

金阳村现有村民210多户、600
余口人。村党支部书记张俊告诉记
者，村里有金山小米、金山杂粮、金
山水果、金山野菜、金山柴鸡蛋等多
种特色生态农产品，成为深受消费
者欢迎的地方名牌。金阳村将继
续深挖林果、种植等方面的潜
力，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王晓明 王兵
孙渤海

临淄区金山镇金阳村

金山是名山也是宝山

“西汉时，这里是齐郡昌国
县，隋朝开皇十六年后属淄州淄
川县，元朝至元二年划入青州府
益都县，明清两朝属益都县仁智
乡。1929年属益都四区，1945年
8月归属淄川县蓼河区，1969年
12月划归临淄区（边河公社），
2011年后属金山镇。”稍事休息
时，说起这座山的历史，仇绪芳如
数家珍。

金山是一座具有厚重历史文
化的山，像一只金雀立于鲁北平
原与鲁中山区交界处，其支脉绵
延数十平方公里。据《山东通志》
记载：“金山在县（益都县，今青州
市）西八十里，一曰金碏山……在
金岭南十余里。”明《嘉靖青州府
志》地舆图中，将金山和青石关列
为淄河以西重要地标。

雄奇峻拔的金山主峰傲然屹
立于群山中，卧虎山、摩天岭等环
拱脚下。金山主峰原有古文化建
筑10多处，玉皇殿、南天门重建于
清康熙六年，望海楼、钟鼓楼等分
别重建于康熙十一年及雍正、乾
隆年间。前些年，山上的建筑已
修复，吸引了来自天南海北的
宾朋。

泱泱五千年中华文明，给这
里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迹。这里
还有久负盛名的金山庙会。早在
明清时代，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方
圆百里的商贾云集于此，游人如
织。这一盛事，至今延续。

金山还是一座自然资源丰富
的宝山。金山余脉中蕴藏着石中
瑰宝金雀石。清沈心《怪石录》中
有“金雀石绀青润密，叩如金玉，
用墨不逮歙”等记述，足见此石的
珍贵。

关于金山，还有一个美丽的
传说。传说金山下有个孩子名叫
来福，一家三口靠来福爹辛苦劳
作度日。一年天大旱，来福家房
子失火，来福爹贫病交加去世，来
福娘哭瞎了双眼。来福小小年纪
既勤劳又孝顺，种豆种瓜，砍柴捕
鱼，给母亲买药治好了眼睛。

来福的孝心感动了山神爷
爷。一天夜里，来福梦见一个白
胡子老人跟他说：“金山里有位姑
娘，赶着金马驹子碾金豆子。你
若打开山门，那姑娘就能做你的
媳妇。”来福按山神的嘱咐打开山
门找到了姑娘，两人男耕女织，盖
起新房，添了对儿女，过上了好
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