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耳山，位于山亭区
北庄镇西部，东西绵延 6
公里，南北宽 2 公里，重
峦叠嶂，沟壑纵横，山体
像一只大熊，头东尾西横
卧。最高峰海拔 483 米，
远看像一只大熊耳，故称
熊耳山。据《峄县志·山
川》载：“熊耳山，城北六
十五公里，巨梁山之右，
界碑岭之南，高耸巍峨，
周围岩石峭立数百丈，唯
鸟道可上。”

熊耳山是泰沂山脉
南部的崮型山体。群山
之中，一峰突起，群山拱
卫，柏苍松郁，岱崮云绕，
雄伟壮丽，气势磅礴。西
侧裂山，山谷深邃，崖壁
陡绝，自山巅俯窥，幽杳
深暗，不见其底。两崖怪
石参差，欹侧嵖岈。熊耳
山下，众水交络，泉水淙
淙，绿野山花，摇枝轻语。

熊耳山自然景观众
多，历史文化丰厚，集双
龙大裂谷、岩溶洞群、地
下迷宫等自然景观于一
体，有山东仅有、全国罕
见的地震崩塌遗迹。

双龙大裂谷 位于熊
耳山上部，两条裂隙分别
呈东西和南北走向，其中
东西走向为主谷，长 600
余米；南北走向为支谷，
长 100 余米，两谷斜插相
连、错落有致。两壁峭岩
高耸，裂岩并立，俯看像
两条播云洒雨的蛟龙，故
称为双龙大裂谷。

大裂谷主峰，自东向
西遥望，似一尊雄狮蹲
踞，威风凛凛，故名狮子
峰；从西向东远眺，又似
一位长发淑女，翘首顾
盼，满目含情，故名玉女
峰。望之，不禁想起诗人
舒婷《神女峰》中的诗句：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
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
一晚。”

两条裂谷岩壁上钟
乳奇石，千姿百态，谷洞
相连，曲径通幽，谷天相

映，深邃莫测，奇观密布，
胜景不绝。天街走廊，石
梯缓升，远入雾海；双龙
仙境，琼楼高阁，云烟氤
氲；千仞壁峭如刀削，一
线天奇特壮观，金光女神
栩栩如生。岩缝中松柏
苍翠，悬崖上山葡萄、何
首乌盘根错节，形态古
朴；凌霄花、爬山虎青蔓
绿叶，裂谷尽显生机盎
然。

进入裂谷，犹地下宫
殿 ，变 化 奇 幻 ，目 不 暇
接。两侧悬崖陡峭，壁立
千仞，怪石嶙峋，纵横交
错，时而遮天蔽日，时而
豁然开朗。谷内仰望，双
壁似削，古木苍藤，掩映
蔽芾。一线青天在望，光
线如箭，直射谷底，只堪
鸟飞猿跃，人莫妄攀。北
壁上有大片石钟乳，自上
而下，犹珠落壁，形态各
异，惟妙惟肖。南壁一峰
高耸，傲然兀立，飞来石
摇摇欲坠，令人心惊胆
颤。

前行 10 余米，有一
擎天玉柱，高40余米，酷
似西安大雁塔，底粗上
尖，红叶岩层层相叠。周
围槐树掩荫，幽雅静谧。
大裂谷中段，谷底距谷顶
50 多米，两壁苔藓绿莹，
壁石巨磐，不可登攀。裂
谷宽处达两米，窄处双壁
合拢，青天一线。人工修
建的裂谷通道，呈“V”字
形，悬若天梯。登高俯
视，又似攀援九天，虽心
惊汗流，但无限风光。

裂谷出口，豁然开
朗，似穿越时空隧道。驻
足熊耳山之巅，向四周眺
望，但见山岚四合，绿野
浮动，田庐错落，泇河如
带，顿生“登临芳心远，身
与浮云齐”之感。

地震遗存 熊耳山南
麓，漫山遍野、大小不一
的岩石散布山坡，大者千
吨，小则数十吨，石石相
叠、错落散乱，巨石中夹

杂着零落的石碾和石碓，
仿佛刚从山顶滚落一般，
这便是典型的地震崩塌
地质灾害遗迹——龙爪
崖。

据考证，1668 年，山
东省郯城县发生8.5级地
震，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
大地震，也是迄今为止我
国历史上发生的最大一
次破坏性地震。史书记
载，“有声自西北而来，如
奔雷，又如兵车铁马之
音”，刹那间“山崩地裂”，

“城楼垛口、监仓衙库、官
舍民房并村落寺观一时
俱倒如平地，周围百里无
一存屋”。大地震造成熊
耳山山体崩塌，山脚下村
庄被巨石掩没，形成现今
的地震遗迹。

驻足山坡巨石之上，
闭目凝神，300 多年前那
山崩地裂的轰鸣声仿佛
仍然回响在耳畔。传说，
当时山下小村庄，除一位
外出的货郎和一只猫幸
免于难外，其他生灵全部
葬身石下。地震后，悲痛
欲绝的货郎欲带着那只
幸存的猫，远走他乡，可
那只猫却怎么也不肯走，

过了许久，邻村人还能听
到猫在夜晚令人悲恸的
叫声。

卧虎洞 位于熊耳山
后悬崖之下，宽15米、高
1.8米，洞深60多米；深入
洞内，九曲八折，高低错
落，钟乳垂挂，石柱石笋，
千姿百态。有的似万里
长城，有的如观音高座，
有的像雄鹰翱翔，有的似
鲲鹏展翅，如玉石屏风、
群象狂奔、九龙附壁、奥
运金杯等，奇石林立，令
人目不暇接。天生一个
卧虎洞，无限风光在其
中。

黄龙洞府 位于熊耳
山南山腰处，是一天然溶
洞。据《兖州府志·山水
志》载：“熊耳山，在峄县
北六十里，与滕县接境，
其上有黄龙洞，相传黄龙
神师修真之所。”洞口高
16米，宽8米，深30米，可
容纳千余人，状如半月当
空，似拱桥飞虹，像雄狮
怒吼，是熊耳山的重要景
点。巨大的洞口宛如一
扇巧夺天工的窗，把对面
的斗山峰峦、蓝天白云含
在“口”中，谓“窗含南

岭”，古人诗云“南山当户
转分明”。其下方嶙峋怪
石虎踞龙盘。黄龙洞东
侧苍苔古径之上，留下过
古今许多文人雅士的踪
迹。

站在洞口远望，山川
奇景尽呈眼底。洞外有
一棵千年古槐，枝繁叶
茂 ，傲 视 苍 穹 ，生 机 盎
然。树干虬劲有力，树围
三人合抱，主干顶部有一
小洞，小洞中又生长一棵
小槐树，人们又称“子母
槐”。古槐历经千年风
雨，洞察人间世态炎凉，
更 兼 有 美 丽 动 人 的 传
说。前来祈福者必经古
槐树下，古槐尽显灵性。
登山者从树下经过，旅途
疲劳顿消，深感惬意身
爽，这棵古槐被称作“神
树”。

洞内东壁上前人铭
刻的痕迹依稀可见，明代
大文豪贾三近留下的记
游诗，虽字迹剥落，但依
稀可辨“万历”、“黄龙洞”
等字样。西壁上泉水滴
滴注入石盂，叮咚有声。

黄龙洞纵深分为前
洞和后洞，两洞之间有一

巨大石壁，如帷幕把两洞
分隔。两洞一石之隔，内
外两重天。外洞阳光普
照，宽敞明亮；内洞漆黑
如墨，不见五指。两洞景
观各具特色，外洞宽阔雄
伟、气势磅礴；内洞高深
莫测、景物各异。沿石
壁、穿小洞，俯身而过，深
入后洞，深邃幽暗，冷气
森森。四处照望，奇景可
观，洞顶此起彼伏，洞壁
错落有致，钟乳奇石似雕
刻，奇形怪状。洞西壁下
有一泓山泉，泉水自岩棚
外渗。自石孔流出，汇入
下方的石臼中。那微弱
的叮咚声，就象在宁静的
夜空中传出的天籁之音，
格外动听。

洞内东岩壁一钟乳
石，犹如一条龙蜿蜒攀附
于上，鳞爪隐起，盘曲而
上 ，作 攫 拿 状 ，极 为 生
动。传说黄龙和吕洞宾
在熊耳山顶大战七七四
十九回合，败下阵来，逃
进黄龙洞。吕洞宾不知
洞内底细，不敢贸然入
内，为震慑黄龙，吕洞宾
把宝剑插入洞旁石缝之
中。时至今日，洞口右侧
竖着一块两米多高的石
柱，上端尖尖，像一把锋
利的宝剑。黄龙在洞内
依附岩壁石化而成山石，
故此洞得名“黄龙洞”。

贫民义校与军械库
1935 年至 1941 年，台儿
庄道人王世贤在黄龙洞
办了一所特殊的学校，史
称“鲁峄北熊耳山黄龙洞
贫民私塾义务小学”，简
称“贫民义校”。王老道
俗名王开贵，“世贤”是道
号，1898 年生于峄县（今
属台儿庄），家境殷实，少
时读私塾，1934年在薛庄
办义学，因当时政府取缔
私学而停办。1935年春，
到黄龙洞办义学，最多时
招收熊耳山周边穷苦子
弟 120 多人。1941 年夏，
黄龙洞贫民义校解散。

黄龙洞义学是抗战时期
抱犊崮山区的唯一学堂，
六年时间，培养了数百名
进步学生，多数学生参加
了革命队伍，不少人成为
我军政部门干部。

1937 年 7 月，国民党
军 40 军长庞炳勋率部驻
守临沂枣庄一线，该军的
一个辎重营驻大北庄，
1938年1月把大批军械、
弹药存放黄龙洞，作为后
勤基地。3 月 20 日共产
党员郭致远、褚雅青等利
用关系，从国民党设在黄
龙洞军械库中，争取到57
支步枪、3万发子弹，组织
了一支由枣庄工人、学生
和大北庄、南泉一带党
员、群众参加的抗日联
队，队伍很快由 60 人发
展到 100 多人，褚雅青任
队长、郭致远任副队长、
邱焕文为指导员。3月24
日，庞炳勋下令炸毁设在
黄龙洞内的军械库。次
日，纪华、朱道南等到现
场，捡出许多枪支，充实
了革命武装。

熊耳山地质公园 以
熊耳山为主体，集双龙大
裂谷、岩溶洞群、地震遗
迹等自然景观为一体的
石灰岩地质地貌展示园，
2001 年 12 月被国土资源
部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
现为国家AAAA级景区。

公园西线景点分别
是仿古建筑群、地震科普
馆、地质博物馆、龙爪崖、
狮子峰、双龙大裂谷等；
东线主要有千年古槐黄
龙洞、卧虎洞等景点。原
始独特的地质地貌形态，
和谐优美的自然生态环
境，悠久光荣的革命传
统，是人们开展地质科
普、旅游探险、休闲娱乐
的首选景区。 （张建营
史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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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2 月，河南省
委派彭雪枫来徐州，向中
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传
达了党中央关于开辟敌
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他指出：徐州即将被日军
占领，特委要早作向敌后
转移的打算。1938 年 3
月初，中共苏鲁豫皖边区
书记郭子化、委员张光中
通过统战关系，从国民党
徐州专员兼第五战区游
击总指挥李明扬处争取
到人民抗日义勇队总队
的番号，并由李明扬委任
张光中为队长。特委即
利用这一合法名义，公开
在沛县、滕县、峄县等地
发展抗日武装。郭子化
到枣庄向特委委员、鲁南
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通
报了河南省委的指示，传
达了关于特委要向鲁南
山区转移的计划。然后，
他们到沛县，与在那里发
动群众组建武装的张光

中、丛衍瑞交流了解情
况。张光中、丛衍瑞对此
表示赞同，并开始将沛县
武装向滕峄边区集中。5
月，郭子化召开紧急会
议，决定让王文彬、郭影
秋、张如、陈筹等人到湖
西地区进行抗日发动工
作，邵幼和、张芳久等人
到徐州东南开展工作。
特委机关由郭子化率领
转 移 到 鲁 南 抱 犊 崮 山
区。会议还决定调集沛
县、滕县和峄县的人民抗
日武装，组建一支由特委
直接领导的基干队伍。
并决定特委领导的另一
支队伍——鲁南民众抗
敌自卫军暂不合编，仍沿
用原番号，由董尧卿、董
一博率领，单独活动于滕
峄边山区。

5 月中旬，特委及特
委调集的沛县、滕县、峄
县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滕
峄边集结，分驻墓山、凤

凰庄、南塘和善堌一带。
5月21日，特委在老

古泉村（今属枣庄市山亭

区西集镇）召开扩大会
议，特委书记郭子化、特
委委员张光中、丛衍瑞、

何一萍、陶洪瀛及各县县
委、抗日武装的负责人参
加会议。会议决定成立

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
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
何一萍任政治委员，王见
新任政治部主任，韩文一
任参谋长。总队下辖三
个大队和一个警卫连。
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及
褚思沛等人的武装编为
第一大队，谢文秀、宋学
敏（后叛变）分别任大队
长、教导员；滕县人民抗
日义勇队编为第二大队，
于公、渠玉柏分别任大队
长、教导员；峄县人民抗
日义勇大队改编为第三
大队，朱玉相（后叛变）、
纪华分别任大队长、教导
员，刘景镇、李浩然、郭致
远任副大队长，张鸿仪任
副教导员；总队警卫连由
李荆山任连长，李季如任
指导员。总队机关设四
个处，李微冬任秘书长，
褚子方任副官处长，李景
黄任军需处长，褚雅青任
军医处长。全队 800 余
人。总队部暂住南塘，三
个大队分别驻沙冯、善堌
和凤凰庄。

鉴于当时统战工作
任务繁重，特委书记郭子
化、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大
队的主要组建者朱道南、

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主
要组建者李乐平，以及由
上级派来的红军军事干
部童陆生等都未在总队
任职。但是，在总队创建
初期，他们都在总队部一
起参与领导部队的抗日
活动。

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初建时的番号没有冠以

“苏鲁”或“鲁南”两字，也
没有“第一”的称谓。同
年6月11日，中共徐西北
区委在丰县渠楼创建人
民 抗 日 义 勇 队 第 二 总
队。此后不久，人民抗日
义勇总队才改称“人民抗
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因
两总队皆处于苏鲁边区，
最初又都是由苏鲁豫皖
边区特委统一领导部署
发起的，故又分别称“苏
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
总队”和第二总队。因两
总队的活动区域一在鲁
南，一在湖西，故又分别
称“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
队”和“湖西人民抗日义
勇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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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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