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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山景观传说众多

  茁山位于
诸城市皇华镇
南部与五莲县
交界处，处于
齐长城与皇华
镇观光大道交
汇处，是黄海
与渤海两大水
系的分水岭，
也是淇河的发
源地之一。它
山清水秀，文
化深厚，有皇
姑 殿 、 老 母
阁、石八盘、
石马湖、茁山
口等众多传说
与景点，山后
的下茁山村是
当地有名的齐
长城民俗文化
旅游村。

  《乾隆县志》载：“自黑峰尖而东为寿芝
山，山南北平如砥。又东峻岭，六七里至夹山，
俗名团山，在叶家沟村东南，山之阴有铁牛
沟……又东为寨山，迤东为茁山口，为车敞山，
在茁山村东南。又东为黄花山，山西北有黄花
涧，多萱花，居人采以佐馔，呼曰金簪菜……又
东北有峻岭曰拔地盘，自夹山至此，可十五里
也。”这是有关茁山的最早记载。
  茁山南面是五莲山与九仙山，西面是马耳
山，西北是常山，卢山在它东面。相比众多名
山，它既比不得五莲山之巍峨、马耳山之险峻，
也比不得常山之端庄、卢山之奇秀，但它数峰环
抱，状呈花环，山峦碧翠，相映成趣。溪流自山
而下，流淙碧透，宛如玉带，牵住山前一湾碧
水，仿若挂在胸前的一块玉佩。
  茁山由老母阁、霹雳山、石马山、大车轱
辘、小车轱辘、石八盘、霹雳子、敞子口等数座
山组成。老母阁山最高，在东南端，因老母阁而
得名。石八盘最险峻，在老母阁山西南，怪石嶙
峋，松石盘错。从山下马啸石始，上至风门口的
小车场，垂直300米，绵亘几公里远。石阶层层
攀岩而上，如天梯盘桓于山间。齐长城从其山顶
经过。现在山顶尚有一土墩，经考证，此为齐长
城的一处城墙垛遗址。虽历经几千年风雨，但战
火残留的斑痕依稀可鉴。
　　茁山貌似朴拙，却胸怀锦绣。除上面提及
的，尚有玉石峰、宝石岭、口子井、柞树洞、车
风门、浩子弯、栗子林、次楼沟、大金沟、小金
沟、放猎场、大车场、小车场、石马、石蟾、石
洞、石鼓、石窗、石磐等诸多景点。
　　茁山不仅有众多的景观与传说，还有染血的
故事。上世纪初，茁山子弟加入臧汉臣领导的义
勇军，并随他反清举义，宣布诸城独立。不久，
遭到清军反扑，臧汉臣被抓，剖腹于城楼之上。
茁山志士被剿杀于山里，血染山体。翌年春，血
染山坡之处，盛放一片杜鹃，蓬勃娇艳，如霞似
火，映红了整座山。村里老人说，这些花就是村
里牺牲的青年。以后每年杜鹃都开花，越开
越艳。

女娲坐骑化作群山

马鞍之处取名茁山
  据传，女娲造人后，便骑着神马，奔走于黄
海与黄河之间，杀恶龙，降恶魔，四极正，淫山
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救众生于水深火
热之中。神马不堪劳累，死于黄海之滨，化作连

绵群山，屹立于泰山之东、黄海
之岸。女娲把马头之处命名为
马耳山。马鞍之处因山势平
缓、草木茂密，像浓密的马
鬃，她把此地取名为茁山。
茁，乃健壮、旺盛之意。群
山从马耳山始，由头向尾
分别是石人山、七泉山、
茁 山、拔 地 盘、黑 溜
顶、摘星楼、马山、磊
石山等，群山连绵，如
同一匹目视中原、双耳
耸立、扬蹄飞奔的骏马
巍峨而立。

茁山由数座山组成

山顶有齐长城遗址

  女娲常居茁山，她栖居之所
叫老母阁。茁山之巅有一石峰，
远眺似一座缥缈在云中的楼阁，
近看却似立于峭壁之上的一户人
家，这就是传说中的老母阁。
  待攀岩而上，爬到峰顶时，
耸立于云霄的石峰却倏然不见，
只有一个花草茂盛、宽不足3米、
高不过1米的小土包。在山下看到
的老母阁已经全然不见。当回到
山脚再次仰望峰顶时，老母阁又
隐约呈现在云雾中。有人说，女
娲老母是神明，只有抬头才能望
见。因此，茁山老母阁永远在人
们的头顶之上。也有人说，隐约
在云雾中的老母阁是茁山上的海
市蜃楼，只可远观。
  老母阁坐落之处，许多景观
都很奇妙，有着“老母窗外看千
年”和“老母洞中小世界”等神
奇传说。
  老母窗外看千年，说的是峭
壁之上、云雾之中的老母阁有两
个石窗，若是凡人从石窗往里
看，仅看一眼，时光便立马如闪

电般，很快就会过去一千年。一
千年后的世界是何等模样？没人
敢想，更没人敢冒险一看。
  洞中的“小世界”说的是老
母洞，为老母阁坐落之处的山
洞。传说，这洞口坐北朝南，门
只开着一道缝隙，看似狭窄难
入，却因人而开，可大可小，能
伸能缩。幼儿要缩身而入，但高
大之人却照样能过。进入洞中，
里面空间也随人的多少而忽大忽
小。一人不觉大，十人不觉挤，
百人也能容得下。如此奇幻，也
因此无人敢进去一探究竟。老母
洞往东往西各有一个“分洞”，
洞口大小也根据入洞人的大小而
变化。洞内别有洞天，流水潺
潺，奇石异草，景色很多，让人
流连忘返。可在洞中暂憩片刻，
也可在洞中小住几日。
  若在洞中住上几日，洞外居
然不会超过一刻的时间。“洞中
住三日，洞外只一时”。这就是
“老 母 洞 中 小 世 界”说 法 的
由来。

山巅石峰似云中楼阁 神奇老母阁有“小世界”

石八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