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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长城途经石八盘

  传说女娲居茁山，观齐楚、望中原，
辖众生平安之大事，对出行、驾车和在外
游子颇为关怀。她福佑社稷，庇佑百姓，
为此得众生爱戴，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朝
拜，求财、求子、求福、求官、求健康、
求学业、求平安。他们从山下仰望着山
顶，只见老母阁隐约于山崖之上、云雾之
中。他们不辞辛苦，攀崖而上，想一睹女
娲老母之尊容。可登顶之后，老母阁却倏
然不见，无奈之下，人们只好朝天烧香
叩拜。
  因为山崖陡峭、山顶狭窄，容不下络
绎不绝前来参拜之众。女娲老母见山上人
多为患，恐生事端，便找了本地的土地
神，在茁山山前建了一座老母庙，供人们
烧香祭拜。
  后来，诸城各地建了不少老母庙，供
奉女娲老母像。为了区分各地的老母庙，
人们就按地域，分别对老母庙予以命名，
如，在常山的老母庙叫常山老母庙，九仙
山（位于五莲县，五莲县于1992年由潍坊
市划归日照市）的老母庙就叫九仙山老母
庙，茁山的老母庙就叫茁山老母庙，还有
城里西关的西关老母庙。
  由于西关老母庙位于城里，交通更为

方便，因此香火最盛，保存最好。
  茁山老母庙、常山老母庙、九仙山老
母庙先后毁于明末清初战乱。而西关老母
庙保留到近代，但最终也未能幸免。1938
年日本鬼子攻打诸城，炮轰了老母庙和超
然台。
  在诸城所有的老母庙中，茁山老母庙
建得最早，历朝历代都有人供奉祭拜，香
火不断。茁山老母庙的庙址至今还在，具
体位置在下茁山村村前约1000米处的一片
开阔地上，从现在挖掘出的地基来看，占
地有十多亩，周围松柏森森。
  虽然茁山老母的辉煌已经远去，但她
依然受人崇拜。因她而得名的茁山依然巍
峨耸立，游人如织，世人已经把这里当作
一个寄托精神、祈福平安之地。
  现在茁山方圆数十里内，还都保留着
叩拜茁山老母的习俗。人们或在家里朝着
茁山方向叩拜，或在茁山下朝着山叩拜，
或在老母庙旧址焚香烧纸祈福，或登山到
老母阁叩拜。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好多事物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民俗文
化的流传。茁山也在变，但不变的是历代
人们对茁山老母的情怀和爱戴。

  在茁山的石八盘山顶上有
一个土墩子，经考证，这是齐
长城城墙垛子的一处遗址。虽
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面目全
非，但它残破的躯体上依然留
存着历史的痕迹。
  当年在茁山修建齐长城时
曾经有一个传说，由于茁山老
母阁就坐落在山顶，修长城要
从老母阁处经过。为了不惊动
茁山老母，人们决定绕开它。
眼看着绕开了，可是修建时，
长城却又冲着老母阁了。几经变
换修建地址，却总绕不过它。
  负责修建的官吏一筹莫展
之际，当地一个老者说：“动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要事先与茁
山老母打招呼，何况修建长城
这么大的事情了。”
  官吏就问如何与老母打招
呼？老者说，去山前的茁山老
母庙烧香祷告便可。官吏照做
后，还是绕不开老母阁，就把
老者抓来斥责道：“庙也拜
了，香也烧了，怎么不管用？
是不是你成心愚弄我？”

  老者问官吏：“你没对她
老人家说明为什么要修长城，
以及修长城对老百姓有什么好
处？”官吏说：“我说这些年
群雄并起，战乱不断，民不聊
生。为了抵御外寇侵犯，保一
方百姓平安，我们齐王就命令
修建长城。”老者听了，考虑
了一会说：“我明白为什么老
母不答应了。”
  还没等官吏问，老者便跑
进村里，很快把全村人召集到
茁山老母庙前，大声对全村人
说道：“你们快对茁山老母
说，官府修筑长城是为了保我
们平安。”当村民叩拜完茁山
老母后，茁山老母很快就把修
长城的路让开了。人们感慨
道，茁山老母是天下黎民百姓
的老母，她心里向着老百姓。
  当齐长城修好后，在茁山
山顶再也见不到立在悬崖之
上、悬在云雾之中的老母阁
了。有人说，随着战国诸雄群
起，战乱不断，茁山老母难护
天下苍生，只好归隐。

  在茁山北面有两个村子，
上面的叫上茁山，下面的叫下
茁山。两个村子最初统称茁
山村。
  由于地势闭塞、环境恶
劣，随着各种天灾人祸的发
生，茁山村曾几度处于灭亡边
缘。到了明朝初期，由于战乱
不断，再加上干旱以及黄河泛
滥，导致山东地界人烟稀少。
茁山村也在劫难逃，村里只剩
下 几 户 人 家 。 明 洪 武 二 年

（1369），朝廷开始移民，从山
西往山东迁移人口。
  最先迁移到茁山村的是山
西洪洞县大槐树村的王姓人
家，后来姓赵的人家也从山西
迁移至此，又陆续迁移来了
王、臧、徐、黄、杨姓人家。
清初，梁姓人家从五莲仁里迁
此定居，后又来了袁、刘、臧
姓等人家。他们就在河西南岸
的上坡之处居住下来，随着人
口不断繁衍，这里的住户越来
越多，村子的规模越来越大。最
后村子分成了现在的两个村。
  下茁山村具有传承悠久的
红色基因，1943年就成为解放
区，曾经是五莲县常山区茁山
乡政府驻地，为抗战的胜利和
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涌现出奔赴东北率众抗日的王
五、第一任茁山乡乡长王进
来、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冯学福
烈士等，还有赵德章、王增奎

等一大批老革命和老党员，全
村光新中国成立前的党员就有
20余人。
  下茁山村有耕地685亩、山
场2260亩，户籍户数151户、人
口512人。
  齐长城从石八盘经过，在
茁山口子处存留一段较为完整
的遗址，2009年8月6日，这里
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近年来，茁山社区充分利
用齐长城区位优势，2022年11
月成立了诸城市茁山齐长城文
化研究中心，在研究与宣传齐
长城文化的基础上，打造了
“茁山齐长城民俗文化馆”
“齐长城民俗文化旅游广场”
“茁山文学艺术创作基地”
“茁山皇姑殿生态文化采摘
园”“茁山齐长城农耕文化体
验园”等一批具有齐长城文
化元素的文旅景点。下茁山
村先后被评为齐长城沿线
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
长城驿站、山东和美
乡村、诸城市研学
基地等，正逐渐
成为远近闻名的
齐长城民俗文
化 旅 游
村。

石八盘处有齐长城遗址 修建城墙留下传说

茁山村多为山西移民 已发展为民俗文化村

敬奉女娲建老母庙 历朝历代香火不断

老母阁。

齐长城民俗文化馆。齐长城遗址茁山口。

茁山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