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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义锋

峄城之城

《峄县志》的序言中写道：“峄因山得名（此山指葛峄山又叫天柱山），其见于经
传也屡矣。”峄城有城，其历史悠久。有始建于汉之前的岳城故城，始建于西汉的阴
平城、二疏城和承县城、隋朝的缯州城、金时的峄州城，明清的峄县城。峄之“城”
是如此古老。城邑文化如此丰富多彩。这或许是现在峄城之“城”的由来吧！

一块石头一座城

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州
为县，峄县城在大沙河以东。峄县
城池，是明代洪武二年 （公元
1369 年） 降峄州为峄县之后兴
建。峄城城址位于西汉时期承县遗
址的正东方，在金元时期的峄州遗
址南端。它背依仙坛山，西傍承水
河。

峄县城初建时为一面光的土围
子城垣；成化二年 （公元 1487
年），由知县毛凤鸣整建为石头
城；后经许承芳、李孔曦、王济
踵、王希曾及江德容、马希曾、胡
从礼等几任县官加固增修，而后逐
步完善，形成了城池的规模。峄县
城城墙周长 4里多，高一丈五尺，
厚度一丈，其内外壁面皆为长条块
石料砌垒，中间填以夯土毛石以及
白灰、麻刀、沙子等杂料浇制的混
凝，形成浑然一体的建筑结构。四
面城墙皆置城门，北门名为近圣
门，是因为曲阜孔子、邹城孟子和

“兰陵令”荀子公署俱在其北方，
故而得近圣之名；东门名为兴贤
门，意思是朝迎日出，贤达人才与
日俱兴，民间称之为喜门，是城里
人家嫁娶及民间庆典活动的祥瑞之
门；南门名为望仙门，具有向阳祭
祀及送葬升仙的文化涵义，又叫做
葛峄门，因面向葛峄山（天柱山）
而得名；西门名为迎恩门，是恭迎
皇帝诏令，接见朝廷命官的官方活
动的窗口，另外还有一个极端的用
项，是处斩罪犯时，出西门，经

“落魂桥”至河滩，赴刑场的出

口。因此“出西门”便成为杀人的
代名词。

峄县城的平面呈现一个方方正
正的“口”字形，城墙外围有护城
河。护城河从北、东、南三面人工
河与西面的承水河接漕。它连同城
墙构成“回”字形的整体。四面城
门前皆建有石桥；其中西门外横跨
承水河的孺子桥规模最大 （桥长
96米，宽 6米，高 4米，桥洞 12
孔）。

峄县城为邳州、台儿庄通往滕
县、兖州，以及费县、枣庄通往利
国驿、徐州等地的古驿道、官商大
道的交叉处和咽喉要塞，是兵家用
武必争之地。每逢战乱、匪祸的紧
张时期，将西北东三个城门紧闭，
把南门望仙桥的盖板石拆掉改用铁
木制成的活络形的吊桥；根据时局
的需要，可随时升降吊桥，以保城
市安全。

峄县城的城楼 （也称观敌
楼），皆为砖木结构，形如宝塔，
上下两层，飞檐斗拱，雕梁画栋，
中间设悬空板，周边设护心栏，高
大森严，气势辉宏。它和万里长城
的山海关等城楼具有同样的雄风，
只是规格小于边关城楼。城楼高出
城墙丈余，它是县城的城头堡，是
护城军官的指挥所及瞭望台。特别
在东西两个城门的里边，均建置

“女墙”（副城墙）和“月城”（城
内附加城），在危急关头，这对于
抗御入侵者具有缓冲作用，乃至可
实施“瓮中捉鳖”的战略战术。城

墙上方的内外两面建有规格整齐的
垛口；中间是平坦的通道。垛口既
是守城士兵的掩体，又是装饰城墙
的一道风景线。护城河边杨柳依
岸，绿树浓荫与鸟鸣鱼跃相映成
趣，为城池增添了生机与活力；更
重要的是它作为自然屏障，发挥着
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明清时期，峄县城内及其周围
的建筑群主要有衙门公署、官邸、
巡捕厅、马神庙、福神庙、二郎
庙、三清观、文昌阁、养济院、水
月庵、兴国寺、兰陵书院、城隍
庙、校厂、马厂、关帝庙、山川
坛、乡贤庙、文庙、清真寺等，主
要商号有油坊、盐店、粮米店、当
典行、粉坊、酒厂、金银店、铜锡
店、冶炼厂、纺织厂、印染坊等。

直到清代中叶，山东省“九州
十府，一百零八县”的行政区划相
对稳定。“邹、滕、峄”是并列的
山东名县。石蟾蜍对故土的城文化
了解的越多，越是倍加思恋。尤其
在它知道台儿庄古城复活的时候。
它更梦想着有朝一日峄县城奇迹般
回来。

现今峄城无城，就连离我们时
代最近的峄县城也只有西门惨败的
遗存，由西渐东高高隆起一个土
台，这是峄县城现残存的一段城
墙。城墙截面露出参差不齐的乱
石，像一堆摊开后的坟墓，历史的
骨骸已被埋在想象之中，也无法拼
凑出城的样子。

有一块石头静静地卧在鲁
南民俗展馆，仔细看来，是一个
石雕的蟾蜍。石雕长 24厘米、
宽 16厘米、高 17厘米，古拙美
观，颇有神秘感，少说也有几百
年的历史了。如今它静静地卧
在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的鲁南
民俗展馆里。

说起这个石雕的蟾蜍，还是
数十年前，峄县城里一户人家，
在疏通自家由石板砌就的排水
道时，在离出口不远处无意发现
的，这块石头原来是堵下水道之
物的，在下雨时拿走石头，雨水
会聚向下水道中流走，雨后天晴
之时将石头再次堵上，防止老鼠
等溜进家里来。这块登不上大

雅之堂的“臭”石头默默无闻、不
见天日的埋藏在地下，让人不得
不感叹古人设计之巧妙。

时过境迁，它竟躲过了无数
毁灭性的灾难，等它重见天日之
时，它不明白，它熟知的一座城
消失的无影无踪。它只看到了楼
高、车多。它感叹：“我蟾蜍本是
妖精，后被刘海仙人收服，改邪
归正，四处帮贫人，吐钱给人们，
后来被人们当作旺财瑞兽。主人
用我看家护院，是让我保护财气
不外流，好为主人纳福聚财。现
在偌大的峄县城只剩下我这一
块石头，看着眼前这发生巨变的
一城，我知道峄县城死了”。

石雕的蟾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