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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陡山，古称斗山，
位于山亭区北庄镇驻地
西3公里，海拔473米，因
其顶部如斗，又称斗山。
大陡山南有一蜿蜒的山
岭，称跑马岭，岭南是桃

园村。北为熊耳山，两山
南北相对，东与西将军相
望。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峄县志·山川》“斗山
在西将军山西南。山甚
嵯峨，然无林木，探奇揽
胜者，去弗顾也。”

大陡山是崮型山，顶
部宽阔，南北长 1400 多
米，东西宽 1000 多米，有
田地30多亩，分东西顶，
东顶有 60 多间的房屋遗
址，曾有人耕种居住。周
围悬崖峭壁。清咸丰年
间，大陡山曾是幅军山
寨，南面险要处有寨门，

西南寨门处有一眼山泉，
可供崮顶人畜饮用。

大陡山储藏有砚墨
石，日本国曾记载。山上
砭石，是制琴作磬的最好
材料，已被开采利用。《尚
书·禹贡》记载：“峄阳狐
桐，泗滨浮磬。”北庄镇巨
山前村民孙景喜开办了
洪泰砭康工艺礼品有限
公司，利用大陡山石，制
作砭石磬、砭石琴等乐
器，被多所大学使用；砭
石枕头、砭石床垫，砭石
坐垫、砭石茶具、砭石梳
子、刮痧器具、按摩工具

等医疗产品一时供不应
求。

砭石最早出现在《黄
帝内经》中“砭石者，以石
治病也”，即“可以治病的
石头”。砭石疗法，施砭
术时，对患者根据病情选
择适当大小的砭具刺激，
即点穴位，不是针而是采
用砭具刺激穴位中点，不
刺过体表，或用施熨法，
熨似灸，熨其外而不能灼
其皮肤，或以摩法，手到
病除。

（史桂君 杨印贵 史
贵科）

大陡山

小娄山，又名娄山，
亦称楼山，位于山亭区北
庄镇外峪子村东部，南北
长2.9公里，东西宽1.9公
里，共有四峰，最高处海
拔312米。小娄山与南抱
犊崮相距二公里，抱犊崮
在汉代称楼山，魏晋时称
仙台山，后又称君山，而
小娄山之名一直延用至
今。为费县、兰陵县和山
亭区三县界山，山上立有
界碑，有“一步跨三县”之
说。

小娄山上，古有一庙
宇，现已被拆除，遗址不
存。每到夏季，山上蝉鸣
声声，鸟叫啁啾，相互交
织，优美动听。栗子、核
桃等各种果树，硕果累
累。

小娄山北侧属沂河
水系上游，河水流入费县
许家崖水库；东面是一个
开放的大喇叭口地形，俗
称“峪”，北庄镇的村庄有

“一溜十八峪”之说。小
娄山南部是西泇河的东
支流，源头在外峪子村南
的泉头泉，为北庄境内第
二大泉。泉水从河道石
缝中流出，冬温夏凉，四
季常流。泉头西 20 米有
一季节泉，称老鸹泉，汛
期水量较大，形成一条溪
流，与东侧的泉水相汇
后，即为外峪子河，经3.5
公里，流入兰陵县的张峪
子村，后汇入兰陵会宝岭
水库。

小娄山西南土山，海
拔396米，北侧峭壁下，有
一洞穴，洞门上方有一奇
石，形似一只猫，两只圆
溜溜的大眼睛、黑耳朵、
白毛发，故名老猫洞。洞
门向西，门口北有层层天
梯状石崖。洞内东西长
50 米，南北宽 6 米，高 2
米，洞左右两侧均有台
阶，四季滴水不断，汇入

深处大水潭。洞口上部
有傲然挺立的松柏，周围
山杏浓密，长势茂盛。

老猫洞东 300 米，有
两相邻洞穴。一洞内有
一天然钟乳石形成的神
雕，头朝西，尾朝东，惟妙
惟肖。另一洞门朝东北
方向，洞口距山顶 20 米，
因洞内有老鹰栖息，故名
老鹰洞。

老鹰洞东悬崖上方
有一山泉，每到汛期，泉
水沿着山崖垂流而下，形
成一个小瀑布。每到寒
冬季节，山上的积雪融
化，水流崖下，便形成了
冰帘、冰笋等。每到极寒
天气，从山顶到山下冰封
一起，形成冰柱、冰盖，整
个山崖冰清玉洁，晶莹剔
透，十分优美。

小娄山南侧山下，是
山亭区最东部的一个自
然村—郭峪子村。明正
德元年（公元1506年），郭
姓祖茔立有石碑一通。
据说，当时郭姓一男早
逝，妻守节，后官方出资
为其建立节孝牌坊，长
2.6米，宽0.5米、高2.2米，
顶部中间是中空的圆形
石柱，墙缝用石灰和糯米
水填充。

水母娘娘庙，据传建
于唐代，正房三间，青砖
到顶，东西配房各二间。
庙西南有一山泉，名为

“水娘泉”，供庙中尼众饮
用，现为村民饮用水源
地。

小娄山地层富含银
矿。明洪武年间，官府曾
在小娄山南顶及东侧小
顶开采，小娄山东侧的小
顶又称银洞子山。当时，
开采的矿石都运到小娄
山东六公里处（今属兰陵
县）的大炉、小炉提炼。
大炉是大一些炼银的炉
子，小炉是小一些的炉

子。后来，有炉的地方都
成了村庄，称大炉和小
炉，当时存放银子的地方
建村后就被称为“搁宝
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也曾开采过，因含量低而
停产。

小娄山北侧1公里为
高桥，解放前是费县南部
重镇。高桥镇人李韶九
（1900—1988），少 年 学
医，医术高超。1929年入
党，1933 年参加“苍山暴
动”。后受苏鲁边区特委
委派，和郭致远以行医身
份进入抱犊崮山区，1936
年2月，任峄县县委书记。

小娄山东南大炉村，
开明乡绅万春圃，民国年
间，任联庄会长，能调动
几百人的队伍，村民敬称

“万三爷”。1935年4月3
日，李韶九、郭致远到大
炉，发展万春圃长子万国
华入党。1936 年 6 月后，
万家成为重要的革命据
点。抗战时期，临郯费峄
四县边联县委，机关设在
万春圃家。

日军占领枣庄后，张
光中的抗日义勇队在滕
县受到申宪武部队围攻，
退到大炉；四县边联组建
24个抗日自卫团，后以此
成立边联支队，万春圃为
支队长。1939 年 6 月，一
一五师民运部长潘振武
带领冀鲁边支队进入鲁
南，驻扎在万春圃家中。
万春圃带头捐献财物，积
极支援抗战，为一一五师
开展鲁南革命工作奠定
了基础。1939 年 9 月，罗
荣桓率一一五师686团和
特务连到大炉，同日顽军
和土匪武装开展多次战
斗，开创了鲁南抱犊崮山
区的新局面。后来，枣庄
抗日义勇队、边联支队和
运河支队一部编入鲁南
第五团（抱犊崮山区俗称

“老五团”），后为第三野
战军 3 纵 8 师的一部分
（抱犊崮山区村民称为
“老八师”）。这支以抱犊
崮山区民众为兵源的人
民子弟兵，在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
为鲁南人民争了光，为国
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春，日军先后
占领了枣庄和临沂，不
久，又进驻三河庄（现被
周村水库淹没）、下十里
河村、上十里河、姚庄和
洪 涧 沟（抱 犊 崮 西）。
1939 年 9 月，罗荣桓率领
一一五师消灭了抱犊崮
西三河庄和下十里河的
日伪军，控制了抱犊崮山
区的白山、车辋、埠阳、大
炉到外峪子村这一片地
方。外峪子五个自然村，
处在这一地区的西部边
缘地带，由于各村人民的
勇敢斗争，日军从未踏进
外峪子村。由于这一山
峪太小，又是被我党控制
的区域，被称为“一枪打
透的根据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外峪子五个自然村
有中共党员 30 名，近 20
名村民先后参加了八路
军，多人英勇牺牲，解放
后数人成为党政领导干
部。另外，外峪子五个自
然村虽然地理位置属于
费县，但行政上自此划归
枣庄至今。

外峪子村处在两大
山体之间，土为沙壤，通
透性强，降水丰沛，盛产
花椒、板栗、核桃、黄姜、
金银花等经济作物。金
银花种植有悠久的历史，
文革前枣庄市药材公司
在此驻点收购，是鲁南地
区黄姜和金银花的重要
产地。

（史桂君）

小娄山

护龙山，位于山亭区
北庄镇东北部，又名获金
山，海拔 423 米，为崮型
山体，山坡平缓，上部陡
峭，山顶平展。护龙山形
似正襟而坐的老者。山
上储银，从前官方曾经开
采。《峄县志·山川卷》载：

“城北七十里有护龙山，
古井全空，盖前人取已”。

传说古时某年，东海
龙王农历三月三到泰山
上香，驾五色祥云路过护
龙山上空，发现此处出现
百年不遇大旱，村民正跪
地祈雨，东海龙王动了恻
隐之心，私自降雨犯了天
条，被罚在此山前暴晒。
村民感恩龙王，用苇席为
其遮阴，泼水保护。龙王
服罚期满，恢复了龙云，
穿上了龙衣，又降一场大
雨，然后围绕该山转了三
圈，腾云驾雾而去，此山
就称为“护龙山”。

《峄县志》载：“城北
七十里有护龙山，山袤十
余里，其阴滕费，其阳为
峄县，其上多银矿石。”
明、清时，此山为滕、费、
峄三县界山，山上有三县
分界点，现为山亭区徐庄
镇、北庄镇和费县石井镇
的界山。此山属西泇河、

薛河和沂河的分水岭，西
北部水入薛河，后流入微
山湖，东北部水流入沂
河，后流入骆马湖，南侧
的水流入西泇河，在邳州
境内的泇口入泇运河。
护龙山又称“三界山”“三
河山”。

护龙山和南面的洋
泉南山、老黄槽南的土山
都处在断层处，富含白银
矿石资源，山上留有多处
开采的矿洞遗迹。

护龙山东侧及洋泉
南山北侧，存有银楼子遗
址，是当时开矿办公和生
活的遗址。护龙山十八
个山脚，每个山脚都有明
朝开挖的矿洞，宽 2 米，
高3米，最高7米，从山前
通过山内的巷道可达山
后。现存洞口两个，位于
护龙山南面，西洞是矿工
进入矿洞的入口，东为出
银矿石和行人的出口。
护龙山运送矿石相对方
便，火子崮正南的老黄
槽，向外运矿石必须用驴
驮、人挑，民间有“驴驮人
担的老黄槽，车拉船载的
护龙山”之说。

护龙山矿石出露于
地表，护龙山村盖房垒墙
用的石头含银。矿藏属

鸡窝型、银线型，沿矿脉
开采。山前的石岩下千
疮百孔，只有一个立井尚
存，为前人开采的遗迹。
据当地老人说：“四十年
前，曾经有人钻探过，那

时巷口只堵一半，可容两
人并行，至三十米处巷道
被塌石堵住，无法前进”，
是当年采矿的历史见证。

沿着陡峭的山崖向
东攀谷绕涧，石岩下有多
处伸向山腹的平巷口，建
在沙质土层上，只有少数
面貌依稀可见。山东侧
是费县，山势平缓，层层
梯田缠绕其上，全是沙
土，如霜似雪，俗称银苗
子。

护龙山北山口，是山
亭区与费县交界处。据
当地耿宪广老人讲，那个
地方有通向山腹的平巷
井口，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末，大炼钢铁的时候有人
钻进过，从里边捡到锤、
撬、镐等工具。银矿冶炼
炼炉遗址，分布在山谷
里，冶炼炉、残物废渣，依
稀可见。据当地村民张
德增讲，2010年开挖山洞
时，曾发现一个当年的挖
银矿的巷道，还挖到一个
矿灯，土陶烧制而成。矿
洞较深，没找到尽头，后
用土封填。可见，明朝时
期挖银矿不是传说，而是
真实的故事。

（史桂君 张建营 季
洪亮）

护龙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