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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况

1.1 自然概况

1.1.1地理位置

西石村隶属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距市政府驻地张店 60 公里，距淄川区

约 43 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 108°08′58″-118°09′17″，北纬 36°29′34″-36°

29′54″。西石村位于太河镇中部，太河镇峨庄片区北约 6公里，周边有草峪溜景区，

三教堂景区，山水环绕，风景秀丽。

1.1.2地质地貌

西石村所在的峨庄乡全区为独立流域，无外来水源。整个区域成"丰"字形排列，南北长

15.3 公里，东西宽 6.11 公里，地势北低南高，最高峰黑石寨 932 米。另有悬羊山、凤凰山、

潭溪山、太平山、昭阳洞、二郎山、云明山、三佛山、海上坊等名山 10 余座，有溶洞口 4

处，沟谷纵横交错，构成了若干小地貌类型，为生物多样性创造了条件。

1.1.3气候条件

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年平

均气温 12.6 度，无霜期 180 天，一年平均日照时数 2564 小时。年平均降水量 730 毫米，地

下水资源丰富，山泉水长年不断流。

1.2历史沿革

1.2.1历史沿革

西石村村庄形成于唐代。

西石村于明朝初年建村。

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博山建县，将峨庄乡划归博山县。

民国时期属博山县第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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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仍属博山县。

一九五八年十月，撤销博山县，将原博山县的峨庄、太河等九个公社划归淄川区。

一九八四年初，取消人民公社建制，设立乡人民政府，仍属峨庄乡政府管辖。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峨庄乡与淄河镇、太河乡合并为太河镇，西石村村属太河镇峨庄片

区。

1.2.2西石村的现状

西石村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西坡岭脚下，村庄依山傍水，石砌建筑占多数，现存的多

为明清建筑，分列在十字街两旁，道路为石板路，石砌台阶，石砌道路保存良好，在西坡岭

上俯瞰全村呈长方形，大有地阔方圆之象。河流由东而来流经村庄并在村中汇合向西流去。

西石村庄被道路划分为东和西两个区域，明清古建筑群主要分布在西片区域。主要的建

筑群位于村中心，尽管历经多次变迁、拆建、翻新，仍保持了大量的建筑遗构。由于村庄于

群山环抱之中，村庄道路并不规则，主要有西北东南走向和南北走向的两条主干道，村内道

路多依地势而行。村舍安排分布，大部分为拆迁新建，每户按人口多少分三间或五间不等，

按照道路走向设门。新建房屋为砖、混凝土的红瓦双坡房屋或进行翻新保留黑瓦石墙和石块

基础，每户均呈院落格局。

近些年来，村委先后投资修建了主要道路、自来水管道等设施，西石驿站等旅游项目，

并在村头立上村碑，主要位置设石刻，村内设置四处大型垃圾收集点和若干垃圾桶，派专人

负责村内卫生，村容村貌及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另外村委还投资修建了蓄水池，

改善农田灌溉条件。全村 60 岁以上村民都能享受生活补助。现在西石村村已基本实现了水、

电、路、美、绿、洁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

1.3社会经济条件

西石村村域总面积约 991.46 公顷，其中。西石村村庄占地面积 300 亩。现有户籍人口

1375 人，常住人口 760 人，大部分为刘、石两姓。其余姓氏十四个之多。

村主要产业为林果、旅游、第三产业。村民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和农产品种植。以林果、

中草药、蔬菜为主发展特色农业，目前，已发展樱桃 300 余亩，各类绿化苗木 200 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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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成立了淄博水乡西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村民入股，公司的成立时西石村精准扶贫

的重大举措，为带动全体村民支付、早日脱贫奔康发挥重要作用。公司一期工程已开工建设。

主要经营项目：景区旅游开发、小火车观光、花海、漂流、水上游乐项目、特色农业种植观

光、采摘、农产品销售；住宿、餐饮、会议接待、园林绿化施工、广告设计、制作、发布等。

近年来，西石村村重视对传统建筑的保护和修缮，近年来也积极申请传统村落，强调对

传统建筑的保护，对下一步的保护规划起到了很大作用。

1.4公用设施

(1) 供水

西石村村现状生活用水水源由醴云水业专门管道线路，由水泵加压送到山上的蓄水池然

后靠重力自流给全村供水。

(2) 排水

村庄内现状排水主要沿道路依地势排入村中河流。

(3) 供电

村民生活用电电源为太河供电所西石村 10KV 线路，经村庄变电箱转 220v 低压入户。

(4) 电信

现状交换箱位于村东，主干线路沿南北向道路接自峨庄联通公司。

(5) 热力

西石村村现状无集中供热设施。

(6) 燃气

西石村村现状无燃气配套设施。

(7) 环卫

通过旱厕改造，粪便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四个大型垃圾收集点和若干垃圾桶，居民生活

垃圾集中收集，统一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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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文化遗产

2.1文物保护单位

(1) 三教堂

三佛山三教堂地处西石村北部，始建于大唐贞观年间，后于宋仁宗时扩建重修。明朝万

历三十三年十一月，皇清乾隆壬申年癸丑月、清朝光绪二十四年、中华民国五年等几经重修。

这座古建筑群，虽然现在残缺不全，但无论从古代文化、古代艺术、古代科学等几方面讲，

还是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角度去衡量，均有弘扬和值得保护的历史价值。

三教堂庙宇共分上、下、前后、半崖、玉皇顶、宝塔七大建筑院落。前院有灵观庙、大

山门、钟鼓楼、泰山殿、炉神姑庙，上院有碑林一处，文昌阁、玉皇阁、纯阳阁、仙临服房，

下院有佛爷大殿，观音阁、斋堂院、倒座观音阁，半崖有白衣祠、地藏祠、高老仙师庙，玉

皇顶有大山门，里院上三院组成，上院建有玉皇顶大殿，三宫殿、镇武殿、僧姑房，布局合

理，用工巧妙，雕龙花柱，飞檐走阁，风格独特，气势宏伟，古朴壮观。这座古建筑群，建

筑风格特意，壁画活龙活现，栩栩如生，闪烁着我国古文化的灿烂光辉。

按照古代文化考究，最有历史价值的是玉皇阁门楼上的石门楹联，音为：玉炉烧炼延年

药，正道兴修益寿丹。横批是：“玉京金阙”。此联已载入《淄川史志》。上联谈：道家内

练之道，下联讲的是：德行修持，乃道家文字之精华，世人称之为道家之谜联。此楹联全国

仅有四处。玉皇大殿、三官殿、镇武殿墙上，壁画比比皆是，栩栩如生。并有抬头看井眼奇

景，碑林林立，风景独特而优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领导政府对三教堂不断修葺改造。宗教信徒按照大乘等

主要经典和教义、教规，开展宗教活动，保护三佛山自然景观，做造福子孙的福利事业。当

地乡政府于 1992 年 7 月 1 日批准活动并开发为旅游区，批准建立“山东淄川三佛山旅游公

司”并颁发了营业执照。同时此教堂也是抗日民族英雄刘奉山的抗日遗址。淄博市政府已把

三教堂命为“自然生态恢复区”，并将这一带规划为名胜古迹旅游区。2000 年，山东佛教

协会秘书长能禅僧人，从全国各地筹资，又对三教堂进行大规模修建，在玉皇殿后山修建一

座 21．7 米的七层宝塔，宝塔底层修建能禅僧人石墓，上六层现已装修完毕并开门观游。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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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南侧修建部分僧人寮房，寮房能容纳五十多名僧人居住。三教堂的上山路，过去是条羊肠

小道，现已用青石板砌为 380 阶石梯。2003 年春，中国佛教传真又带重资全面修建。

2.2传统建筑

西石村现存的院落主要位于村中部，很多院落由于缺乏修缮和维护已经破败不堪，但是

也有几个院落保存的比较完整，当时的建筑风格和工艺水平依然能较好的体现出来，每个院

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由于院宽敞可在院内植树、栽花、养鱼、饲鸟、叠石造景。

建筑凝练，建筑所用木料考究，北屋正面山墙或屋门处大多用石雕修饰。木雕、石刻、砖雕

工艺精巧，与文物古迹相得益彰，集中反映出明清时代民居的建筑风格和工艺水平，具有独

特的历史艺术价值。

(1) 关帝庙

村里建有两处关帝庙，俗称“关爷庙”，一处位于村东北，十字街交叉路口处，正对东

北面的道路、另一处位于村南丁子路口处。逢年过节，村中村民都有祭拜，以求平安、多福、

多财。2013 年农历十月十六日西石村关爷庙经过村民集资重建，焕然一新，立碑石于关爷

庙前，石碑上镌刻着捐款人名单，以纪念村民功德。

(2) 刘家清代门楼

该院落位于村北部，石板路一侧。此合院的门楼此门楼是村中现存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

清朝门楼。古时此处居民为刘姓大户人家，在村中数一数二，曾经气派的门口显示了主任财

力和地位。现如今较为完好的保存了石块砌的底座，青砖上承托寓意吉祥富贵的雕花墀头，

旧时的木结构门梁。正对大门的影壁墙的青砖、壁画也承托历史的痕迹。当时的富贵景象已

不再，却也残留着旧貌。家里的老太太常坐在门口的青石上，聚集着闲聊的老人。

(3) 村办公楼原址

该院落位于村庄中央位置，建于清朝，原功能为村集体的办公场所，虽经多次修缮，现

已衰败破旧，已弃用荒废。现村委办公场所已迁至村东部，原小学位置。该院有三栋主要建

筑，为二进院落，其中西、北两栋为一层，已破损，需修缮。另一栋为两层，建筑质量一般，

现为村配电室使用。从院落中的石砌房屋，青黑瓦、飞石檐角、墙上的雀眼、墀头，石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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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能看到传统建筑的风貌特色。

(4) 刘金来家大院

刘金来家位于村的西片区的东部，靠近东边南北主路的位置。院落围合较为方正,东西

北三面房屋围合，东面、北面各一间房，西面有两间房屋，两间杂物间，面积较大。房屋始

建于清朝，现房屋墙面保留原来石砌材质和结构，经过时间洗礼石墙面呈灰黑色，几乎未进

行翻新改造，建筑质量、结构较为完好，屋顶部分改为红瓦顶和石棉瓦铺装。门窗也保留了

古朴的木质窗楣、门楣、木格窗、门扇。院中青石铺路，有家传的大缸、石碾，葡萄藤架。

门外有拴马石、拴马桩。

2.3其他历史环境要素

(1) 古井

古井口用石块堆砌，呈方形，周围有石砌护栏和石砌台阶，围合出较为开阔平坦的空间，

呈圆形，应承天圆地方的说法。井水水位较高，水面距离井口只有二三十厘米，井水清澈。

古井的井水滋养着全村一千多口人，至今村子依旧在用着这口井里的水。据传说，此地原为

一处大水湾，附近村民便常来此取水，明朝万历年间，李半仙来此地查看风水，最终为西石

村选取此处为全村取水处，同时将此地围箍起来，形成现在的格局，传承至今，距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此井经过多次修葺，仍旧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2) “芳血碧”抗日英雄纪念碑

抗日民族英雄刘奉山，原名刘雪长，号奉山，生于 1886 年，博山县东北路淄河区，现

峨庄乡西石村人。二十多岁时，开始习武，后练精道气之术，常于村内大庙子台厦檐内和三

教堂园门外台阶上练习。国民十九年，刘奉山聚生徒三百余人，与阎锡山组织抗争，但因势

单力薄，以失败告终。

国民二十一年，为了扩充势力，抗击土匪，保家安民，刘奉山离别家乡，率弟子到沂源

县丝窝嵧凤凰洞内，即传说孙膑庞涓隐居处，开始精炼仙道。民国二十四年，百姓家请刘奉

山落墰西石三教堂，竖起“天门会”的大旗。国民二十七年，抗击土匪李四亮。

1939 年，日寇有计划地派兵攻打山东省政府驻地东里店，侵犯我鲁南根据地，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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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日本兵从西石家庄路过。刘奉山率“天门会”弟子拦住了去路。日军派翻译官以“借道走”

名义与刘奉山交涉，他义正言辞，丝毫不让步，拒绝日军通过。刘奉山身先士卒，与鬼子进

行白刃战。最后，鬼子以死伤百余人的代价占领了阵地，悲痛的是“天门会”的道友牺牲十

五人。这次阻击战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打乱了敌军的战略部署，为省政府及主力部队转入外

线赢得了时间。

八路军四支队廖容标司令员给予了高度赞赏，并拨款为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在“三门会”

旧址三教堂为刘奉山树立了纪念碑。碑文横批：壮烈千秋，树碑于国民二十八年仲冬，现残

碑犹存。

2005 年立“芳血碧”抗日英雄纪念碑重建落成，在此过程中，峨庄乡党委、政府及西

石村两委积极筹措，许多老领导同志花费很多心血和精力。缅怀抗日民族英雄，勿忘今日幸

福来之不易，以期教育后人。

第三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

3.1民间舞狮、踩高跷、秧歌

每年的正月十五左右，西石村男女老少都热衷于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来庆

祝节日。文艺活动的形式多样，千姿百态，富有特色，引人入胜。演出的队伍有锣鼓队、秧

歌队、戏曲演员、大头娃娃、悟空八戒赶小驴、跑旱船、打灯笼踩高跷、扛芯子、民间舞狮、

扭秧歌等。

3.2传统礼俗

(1) 丧礼

丧事，俗称白公事。危重病人在临咽气之前，子女们要提前把他抬到外间的箔上（床上）

给他（她）穿好老衣裳。病人一旦去逝，用小米饭盛一碗倒头饭，点上长明灯，大门口放上

供桌，摆上供品，烧上香，置长钱。儿女们换上孝服，戴上孝帽，守候在灵前。大门、屋门

门框贴上白纸。先请村里熟悉白公事的一致二人（总理）和族中的长辈来商量办丧事宜。第

一。先要有一人领着长子到 l姥娘家门上报丧。另分头去亲戚家传丧，或当天殡或隔天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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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人领着一孝子去户下烦人（称忙闲人）。没有坟的要先由长子去坟地烧香破土，等待

出矿修坟，没有棺材的去打棺材。早晨要到土地庙送浆水。忙闲人扎好灵棚，绑好衰杖，做

好其他准备工作。姥娘门上来人称“娘家客”。他们一般要早来，来时孝子要出去迎接。挑

来神食由长子用传盘一碗碗顶到灵棚。娘家客、外甥、女婿等客来到，先进棚参灵。由两个

孝子陪灵。给亡人“指路”，由长子爬到桌上站着，手里举着担杖，上面挂着秤、镜子、箩

子，其他孝子在桌前放一瓦。长子一声高一声的大喊：“上西方路，上西天去朝偶”并叫着

（爹或娘），重复一遍后跳下来，把瓦踩碎，孝子磕头，在一片哭声中回灵屋。账房先生在

大门外安上立桌，写好各种排位，放到灵棚的供桌上和大门口的供桌上。村里人来吊丧，也

叫吊望。手拿黄表，也有那表和香的，登记上，一般不是上灵屋，登记上即回。稿纸扎的忙

着扎幡有白幡（孝幡）一支，有外甥的扎花幡,来几个扎几个。女婿们还要献铭旌、馆罩、

神食,病付播表、典祭款。亲家来的人给女儿收头，叫“手头客”。有一女专门手头事。“母

族客”、“至亲”由引宾的率两孝子外边请，喊谁谁进棚。参灵、收头完事后，约客入席。

待到晌午，再送二遍浆水，引宾领孝子请客，幡已扎完，铭旌也写好，馆罩也落款。该打哈

欠的打哈，送完回来仍入席。忙闲人抽空吃饭。等席上八个菜后，由族中长辈每席敬酒，孝

子到席上给客人磕头。棺材打好漆后，等着坟修好后，由女儿、儿媳们去炕。在坟底用硬币

摆成七星斗状，在坟角放一钱，然后烧纸完事。女孝子们还要到土地庙“送盘缠”，用簸箕、

扫帚等，来回不用哭。有人负责把“五谷囤”、“冥器”等拾掇好。孝子们开始给亡人用新

棉絮蘸酒将亡人脸擦净，将尸体移于棺内，俗称“净面”,净面时须忌“四属”,犯忌的不能

进灵屋。接着进行“饯行”,门外烧倒头马，乡亲族人代表母族客、至亲再进棚一次，雇吹

鼓手的开始奏乐。有的没有吹鼓手。丧主将棺内高项整理妥后，由抬棺人将棺材封闭，砸银

钉。准备起棺外抬。启棺后抬出大门，出门不远在宽阔处，另立供桌，摆供烧香，举行铭祭。

乡亲们差不多都来参加，相亲、族人代表并至亲、母族客祭拜。孝子（长子或长孙）手执白

幡，率众孝子披麻戴孝，柱衰杖在棺材前下跪。铭祭完事，在棺材抬起时，长子把顶在头上

的砂锅打碎。男孝子们在哭着引路，到墓地埋葬，女孝子及亲友们即回。井上埋葬回来，丧

主晚上招待忙闲人。礼数等和宾客同样。三日后早晨，孝子要给前来吊丧的乡亲挨户磕头，

后来简化，只在大姐墙上贴吊丧单致谢。晌午后，孝子们去墓地整理坟子，俗“圆坟”。此

后每七日上一次坟。三十天以后，三十五天以前之内做五期。亲戚们和孝子参加，结束回来，

主家设席招待。三个月后烧百日，叫烧百日纸。到时，女儿们要给亡人 ,“撼钱树”、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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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亭等。（早五期、晚百日）

现在实行火化，旧的丧礼已改不少。因丧主的经济状况不同，繁简不等，如有的雇吹鼓

手，三天殡。一般的是当天殡。埋葬者有上公墓的有上老林的，还有的新踩林地。但大体上

还是按旧风俗办理。

(2) 婚礼

婚事，俗称“红公事”。男子一般到十七八岁时父母就开始给他找媳妇。要先请介绍人

一个（称原媒）到女方家说亲，待亲事初定，再请一个媒人（配媒）成为双数。男方写好柬

贴附衣料、首饰、化妆品等聘礼，由媒人送往女方，女方收到柬贴后随即回贴，附回礼香、

艾、盐、麦（每样用红纸包成两包）等，由媒人带回，然后在男方坐席，作为定亲。男女到

结婚年龄（一般女方在十八岁以上，男方在二十岁以上）由男方选定吉日（年月日）为结婚

时间，并将吉日和男女双方的年龄、生肖、生日时辰、禁忌、迎送女客、上下轿时辰、上下

轿时门方向等，用红纸写好两份，俗称“年命贴”，由媒人送往女方，称为“送日子”。日

子查好后，男方开始做结婚时的准备事项。女方也着手置办嫁妆。结婚前三日，男方由一人，

一般是新郎的弟弟或者近支年轻人，将装有酒、肉、栗、枣等四样礼品送往女方，称为“送

催妆”。女方招待并说明陪送嫁妆件数，这人回来再告诉男方。结婚前一日，男方要找两位

已婚妇女到洞房铺炕，铺好后，把一凳子放在炕前，以免外人随便到炕前。男方请族家长辈、

请一主持婚事的人、厨师、写对联的人，男方设宴招待，商定结婚事宜。（一般在婚前五六

天或三天）提前一天把婚联写好贴好。结婚前一晚上，男方招待当日来帮忙的（称行人）总

理把明天所需要人员、各人负责事项和大家说明，迎亲的人什么时候走，定好人数，凡迎送

的人数要凑双数。负责去抬檐房的人要准备好扁担、绳子、摽子等。结婚，一般用轿迎娶，

富裕的用轿，贫穷的有的用驴迎亲。过门一般用“卯时”或“辰时”，根据女方家的远近路

程安排迎亲时间。迎亲人员走前在男方家每人喝一碗面条，迎亲的人由两人各提一纱灯，点

着后，来回不能灭。另有两人负责去时路上贴喜帖。另有一人拿一红包袱，往回走时遇到碾、

磨、桥、井、庙、大树，用它遮挡。锣鼓队也前往迎亲。到了女方家门时，女方家提前把大

门关好，迎亲的点燃鞭炮后，上前敲门，要敲好花的时间，并且要从门缝里塞进包好的钱，

女方才开门。女方家有的招待，有的不招待。女方家按约定时间起轿。当新娘动身后，随轿

跟随送客一对，或四人（多为新娘舅父、兄弟）另有抬食盒两人，到男方家宴后回来，回时

与男方约好叫新娘的时间。新娘坐轿到新郎家的路上，休息次数要双数，一般四次，（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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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嫁前一天，要到祖坟上坟）。新娘下轿至洞房，俗称过门，新娘上轿时头顶“蒙头红”，

用轿子抬上轿，到婆家门落轿，红毡铺地，新郎把新娘抱下轿来，新郎在前，新娘在后，由

伴娘搀扶往前走，路过门坎时门坎放一驴鞍。新娘要在大门口椅子上“坐时辰”，到了过门

时辰，新娘要从驴鞍迈过。时辰到，新郎新娘进院内。院内设有天地桌、上面摆好供品。先

由新郎的父母拈香行礼，点上红烛。然后由司仪主持、夫妇行礼、俗称拜天地。礼毕，锣鼓

鞭炮齐鸣，新人入洞房。进洞房门时，新郎回头将蒙头红从新娘的头上挑下，由婆母兜起来。

炕前放斗，内装满麦子，红纸封口，上放对粘糕，夫妇踏着上炕。过门前，要由一属龙、一

属虎的人将一对红砖绑着艾蒿、两箍香、一双红筷子、属虎的递到属龙的手里，把它撮到洞

房门上边的屋面子上。官客（送客）入席，由男方找两人或四人陪席，席上兴三汤三饭。席

上标准要比 x席标准高。席上上鱼后，男方族家长辈和新人要到席上敬酒，新人要给客人见

礼。起席后，送客要到洞房与亲家见面说些面子话，然后起程。男方族家的人每户都来送小

饭（饺子、面条）主家回糕一对或喜糖。乡亲们来贺喜的一般是“挂幛子”。席单桌上，一

人登记，一人收扻，一人负责把幛子挂到新房里。亲友来贺喜，由一人负责迎接；亲友们待

全到齐后，方可开席。席上标准，有按“六六”的，有按“八八”的，席间礼数同大席一样。

另外新人要给姥娘、舅父母、姨父母、姑父母等磕头，他们给新人磕头钱。散席后，行人收

拾酒席，送肴货。晚上，主家再设席招待行人，标准同客席一样，八人一桌，礼数也一样。

晚上还要闹洞房，闹洞房，不论长辈、晚辈，越热闹越好。入洞房后，新娘不下炕，俗称“坐

帐”，晚上在洞房内设酒席令，新郎新娘喝“交杯酒”。陪席的多为新浪的平辈或晚辈。尽

情挑逗新娘欢笑。新娘第二天下炕拜见公婆，便同全家同桌吃饭，并自坐桌前端菜斟酒，俗

称吃团圆饭。结婚第三天早上，

新婚夫妇要由一人陪同，给本家的长辈们磕头，他们都会给夫妇磕头钱。饭后，由一人

挑食盒陪同到姥姥娘家、姥娘家上坟，回来后，到新郎自己的祖坟上坟。下午，新娘则由叫

客陪着回娘家，三天后再由送客送回来，这叫“住日子”。返回婆门时必须在早晨的一早返

回，意本吉利。

现在婚礼风俗改了很多，迎亲大多用轿车，一般用六至十辆，有的还要多。也不用抬檐

房了。结婚典礼要扎彩门，要录像。婚礼既隆重又热闹，整个过程全部录下来，无论设宴标

准、贺礼标准都大大提高了，现在结婚，都在城里买了楼房只是在老家举行婚礼，叫送的风

俗已经不兴了。坐席一般都上饭店，很少在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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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青年人都时兴谈恋爱，请介绍人的已经人少了，即便是请，也是走过场。

(3) 年礼

一进腊月，第一个风俗就是“煮腊八粥”，来祭祀腊神。

腊八粥的原料主要有小米，再掺入红枣、花生仁、栗子、核桃仁、小豆等。到了这天，

人们先用温火把小米、花生仁、核桃仁、栗子、小豆、红枣煮熟熬烂，再加上红糖，有些人

家用柿皮子熬水代替红糖，做成喷香扑鼻的腊八粥。粥煮成后，先舀上两碗供养在灶王爷面

前，舀上两碗供养腊神，以表示同庆丰收，迎来吉祥之意。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根据习俗，家家户户都要辞灶。

到了晚上，老人们等一家人到齐了，就把贡品摆在灶王爷像前，斟上酒，点上香。等三

炷香烧尽，就都跪下磕头，老人嘴里念诵着：“请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来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大多数人家还特意买上糖瓜，让灶王爷吃了上天多说好话。最后把

旧灶王爷从墙上揭下来，点着纸钱，一起烧掉，烧完的灰不能乱放，全家再磕个头，辞灶完

成。

腊月二十四，是约定俗成的扫除日。家家户户先用扫帚把屋里墙上的灰尘扫下来，有的

把墙壁重新粉刷一遍，接着擦门窗、抹板凳、扫院子。里里外外，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

焕然一新，迎接春节。

腊月二十五，人们一般忙着出豆腐。预先用簸净的黄豆用水泡胀，，用石磨磨成糊子，

用盆盛着倒进大锅里，烧火把糊子烧开、用酸浆点卤便凝结，经过几道手续、焦黄的皮、洁

白的、柔嫩、喷香的豆腐整块便形成了。豆腐是农家过年最主要的当家食品。

腊月二十六，杀猪割肥肉。以前，人们只在一年一度的年节时才能吃到肉。这天，人们

把喂了一年的肥猪或杀或卖。那时，人们都抢着要肥肉，瘦肉却割得少，卖的慢。过回年，

再穷也要割上一斤二斤的。

腊月二十七，买菜赶大集。二十七，我们正是峨庄大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人们所

需要的各种物品都要在这天买齐，过了集，就没有卖的了。主要是买青菜、买鞭炮、年画、

买衣帽家具等。

腊月二十八，蒸糕、蒸馍贴年画。家家户户的妇女们把早碾好的黍米、小米面粉用水和

好，在篦子上垫上箔罗叶，把和好的糕糊子用手攥成窝窝头状，在上面捏上红枣，开始烧火

蒸，刚蒸出来的年糕皮色金黄又粘又软，要等稍微冷下后才能用筷子插着吃，又香又甜。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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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一个一个的白馍馍，主要用来过了年走亲戚用，走完亲戚才能自家吃。妇女在饭屋里忙，

男人们和孩子忙着贴年画，先用面粉打好糨子，有管刷糨子的，有管着贴的，闲着的在一边

看是不是贴的整齐正当。堂屋的正面墙上大多贴中堂，两边贴年画。家家户户的堂屋成了五

颜六色的画廊。

腊月二十九，炸菜炼大油。这天，人们把割下来的肥肉切成块，放在锅里加上少许水，

用水煮，早晚等肉成了油，一边炼，一边舀，最后只剩下油渍渣，这就叫大油。人们都用着

大油炸菜。说起炸菜，就是我们峨庄人说的“肉蛋”。它是我们峨庄的特色地方名吃。炸肉

蛋主要原料是鸡蛋、玉米面粉。先把鸡蛋一个个打开盛到盆里，用筷子搅拌，越搅匀越好。

搅好后，慢慢把玉米面掺上，再搅和，要使面和鸡蛋汤成糊状。不稠不薄才好用。倒上一点

白酒，就等着它醒醒。在这个空里，把肉或豆腐切成小块，把切细的葱姜末和盐调好。就开

始烧火，最好用劈柴，把炼好的大油倒进锅里，等油烧的滚开以后，就将肉或豆腐掺进糊里，

用筷子把肉在糊里一蘸，放到油锅里，看到它们炸酥了，用笊篱捞出来。炸完肉的，再炸豆

腐的，剩下的糊可以炸晒好的椿芽等。肉蛋，使我们地区宴席上必点的一道菜，和鸡鱼一样，

没有这道菜，客人认为对他们不重视。对他们是慢待。

腊月三十，贴对子，祭先祖。“对子”是春联的俗称。年三十头午，人们就准备贴对子，

先打好糨子，把早已写好的对子拿出来，按照院门、屋门等次序和内容，不能贴错了。一人

负责刷糨子，一人负责贴。贴春联是过年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祭祖。祭

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上坟：到了下午，大人带着小孩，或一家一个代表，带着供品、

鞭炮，到了林地，在供桌上摆好供品，斟上酒、点上香，等香燃尽，就烧纸钱，放鞭炮，纸

钱烧完后，都跪下磕头、祭祖完成。另一方式是“请家先”。到了晚上，长辈先把家先轴子

在堂屋里挂好或只写好牌位，放在桌子上的正中后面，然后点上香，每人手里拿一根，一人

手里挑着长钱，由最年长的在头里带领，一起到大门外的路口或村头上，由长辈拈香作揖，

大家一起跪在地上，长辈嘴里念诵：“过了年，请祖先们都回家过年吧！我们都来请您们了”。

念诵两遍，大家就起来往回走，每人拿着的香要插到路边的墙缝里，给祖先引路，直到插到

堂屋门口，香全插完。回到堂屋，长辈把供品摆到桌子上、斟上酒、点上香烛，上香是压茬

进行，不能等头一炉香尽了才去烧下一炉，三炉香尽，还是按原来的次序去送家先，有人拿

着鞭炮用杆子挑起来，有人提着饺子汤，有的拿着纸钱，到原来的路口，跪下发纸钱，放鞭

炮，用饺子汤奠了以后大家一起磕头回去，请家先仪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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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家家还要扎“天地棚”，有的只是放一供桌、牌位上写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

镇宰神位”。从年五更上供，每顿饭都要端碗上供，直到年初五，撤掉扎得天地棚，才算结

束，也意味着大年已过完。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年五更还要守岁，大约在亥时，大人们都起来忙年了，

女人们在饭屋里忙着准备供品，男人们分别拾掇着几个供桌，堂屋里祭祖，天井里祭天，饭

屋里祭灶王爷。快到子时，供品都摆好了，下的饺子开锅后要先舀上端到几个供桌上。我们

这里下饺子时还有几个风俗，就是烧火要用豆稭和芝麻稭，豆稭，谐音“都吉”；芝麻稭预

兆今年芝麻开花——节节高。小孩子们也都被叫起来，穿上新衣裳，打扮得整整齐齐，漂漂

亮亮。屋里屋外灯火通明。供桌上鸡、鱼、肉、蛋，果蔬一应俱全，香点上，开始祭拜天地、

祖先、神灵，三炷香燃尽，烧纸磕头，祭祀完事。接着燃放鞭炮。等吃过年夜饭，天就放亮

了。人们就开始走出大门，去给长辈们拜年了。拜年要先从五服以内，然后是近支，有的还

要给乡亲长辈拜年。路上人来人往，大家见了都要互相问好，说声：过年好！长辈们早在屋

里伺候好烟、茶、糖果和压岁钱，小孩子的压岁钱每人一份。压岁谐音压祟，取压住邪祟，

新年平安的意思。

年初一还有好多禁忌：如不扫天地，当天不挑水，不动刀剪，不说不吉利的话，不大声

说话，不用风箱烧水，不泼污水等。

年初二，开始走亲戚串友。一般是先上姥娘家、舅家、姑家、姨家，新婚夫妇要先上丈

人家，然后才走其他亲戚。

到年初五，俗称“五马日”，人们早早起来，祭拜天地后，撤掉天地棚，放鞭炮后，表

示过完年了。

刚在爆竹声声中过完大年，就迎来了喜庆的元宵节。元宵节，即阴历的正月十五。

元宵的晚上都要掌灯。有大灯笼的人家把灯笼挂在大门口，没有灯笼的人家也要用水萝

卜做成小灯，就是把萝卜切成一小段，挖出一个小碗，倒上豆油，用棉花搓成芯子，有的人

家专门买来灯碗子。灯做成后要上灯，上灯后看看灯芯燃烧后的样子像什么，就知道今年收

成什么。有的人家要到林地上灯。最后要端着灯在屋里院外到处照，表示光明和吉祥。

除了挂灯掌灯以外，我们这里还有闹元宵的习俗，也叫“玩十五”。这种扮玩活动都要

提前做好准备，过了十二就下手，表演的节目有流行的跑旱船，赶黑驴、舞龙、戴大头娃娃、

猪八戒背媳妇等。十五的晚上，扮玩队伍要先串街，村里的主要街道都要串严。由村里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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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中老年人在头前带队，紧接着由两青年抬着大匾，或横幅，锣鼓队紧跟在后，依次是舞

龙队，秧歌队走戏，跑旱船的、赶黑驴的，一长列队伍，摆出四五十米甚至百十米。每到人

家的大门口，主家早在大门口等着，把准备好的鞭炮，或单放或成串放，和锣鼓队声响成一

片，震耳欲聋，响彻云霄。看热闹的把街两边挤得水泄不通。串完街后，在村里场园里打坊

子，表演节目，前后得四五个钟头时间，直到半夜，闹元宵活动才结束。

(4) 九月九

九月九日糗糕，俗话说：“九月九，家家糗”。糕使用黍谷米、红枣、红小豆、豌豆、

绿豆等用温火慢慢熬成，熬到米、豆、枣熟烂为止。有的还加上红糖、不稠不薄，香气扑鼻。

吃在嘴里，甜在心头。如果谁家没有糗糕，邻居、亲戚都会端一碗送来，让他们也分享吃糕

的快乐。

据说，这个风俗源于明朝年间。那时我们这里发生了一场大瘟疫，蔓延很快，死人很多。

那时的大夫治不了，人们眼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去，没有一点办法。这时来了一个远方的道士，

看到这个情况，开了个方子，用黍米加红枣、红小豆、绿豆、豌豆糗糕吃，就能治这病。人

们用此良方糗糕吃了以后，又香又甜。吃了一段时间后，瘟疫慢慢得到了控制。从此以后，

每到九月九日这天，家家户户都要糗糕，一是纪念这位道士；二是避瘟疫；三是调节生活，

成了一个风俗习惯，一直流传到现在。

3.3饮食民俗

(1) 油炸肉蛋

油炸肉蛋是峨庄地区特有的传统美食，以玉米面、豆汁、鸡蛋、肉或蔬菜豆腐为原料，

经油炸制作而成，是峨庄地区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等重要节日，招待宾朋的必备菜肴。起源

是由于以前人比较贫穷，很少吃肉，逢年过节和亲朋串门时，为了更好地果腹和撑门面，诞

生了这道菜。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做法，户户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是重要节日等重大事项

的必备美食，常被农家当做招待客人的最后一道菜。这道传统美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家乡

的味道。

(2) 浆水豆腐

浆水豆腐是峨庄地区特有的传统美食，以大豆、酸浆为原料，制作而成，是峨庄地区逢

年过节、红白喜事等重要节日，招待宾朋的必备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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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饽饽

也叫“馒头”，“馍馍”，是以前逢年过节、祭祖供神和亲友之间礼尚往来的主要食品。

用小麦磨成面粉，用水和好，用面引子发好，烧热蒸熟。样式多种有圆形的，有圆柱形的，

俗称“高桩子”。花样繁多。枣饽饽实在饽饽顶端做上 5个枣鼻子，摁上红枣蒸熟，做供品

用；磕饽饽则是用面模磕出莲蓬、鱼、桃、蝉、狮、猴等形状的面食，用以赠送亲友和过年

用。只要面发好了蒸出来的饽饽雪白喷香。现在饽饽已经成了主食，不像以前，只有逢年过

节才吃到。

第四章 相关规划

西石村相关规划主要有《淄博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淄博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含临淄）》、《淄川区太河镇总体规划（2018-2035）》、《淄博市淄川区西

石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1) 《淄博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

规划重点提出“加快编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制定和完善保护措施和管理

规定。”

西石村位于规划市域旅游资源的“南北生态轴”以高青黄河与温泉—桓台马踏湖生态湿

地—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大鲁山山地生态旅游区—沂源溶洞及沂河生态长廊为主线，发展生

态休闲、观光与生态、温泉度假等旅游产品，形成贯穿全市的生态旅游轴线。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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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淄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含临淄）》

西石村作为规划中涉及的历史文化名村，规划提出相关要求：

1) 保护和延续历史文化镇村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改善交通条件与基础设施，采用多种方

式传承历史文化内涵，延续传统风貌，科学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2) 重点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内的文物古迹，传统民居建筑。

3) 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

见》等文件的规定，编制各镇、村保护规划，在保护规划中划定保护界线，制定具体保

护措施。

4) 要继续做好历史文化镇村普查、认定和公布工作，对其他有历史价值的村落进行保护，

并逐步申报各级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

5) 同时为同等级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的村庄，保护措施依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条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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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淄川区太河镇总体规划（2018-2035）》

西石村属于峨庄旅游服务区，同时打造生态旅游产业轴：位于峨庄片区，洪峨路作为

生态旅游发展轴线，以自然资源为载体，将诸多自然资源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构筑成一

条休闲旅游网络。

同时打造山水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区，区域以太河镇镇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为主题，

重点突出旅游休闲度假功能，该区域包括齐山休闲旅游度假区、潭溪山旅游风景区、峨庄

瀑布群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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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问卷调查情况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西石村历史文化名村居民问卷调查表

各位居民：

为了更切实地了解广大居民的实际生活居住情况，全方位了解居民对西石村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想法及意见，更好地实现保护西石村的目标；请您协助填写

下表。本调查不用填写姓名，答案也没有正误之分，请按实际情况和本人意愿填

写。谢谢合作! 请选择（在序号上打“√” ）或填写与您相符合的答案：

 关于您家庭的问题

1、您的性别： ①男； ②女。 您的职业为 。

2、您的年龄： ①18 岁以下； ②19~35 岁； ③36~60 岁； ④60 以上

3、您家里共有 人；其中学龄前（8岁以下） 人，青少年（8~18 岁）

人，青年（19~40岁） 人，中年（41~60岁） 人，老

年（60岁以上） 人。

 关于居住情况

4、您的住房为： ①公房； ②私房； ③租用； ④集体所有

5、您住房的建设年代为： ①明； ②清； ③民国； ④建国以后至 80 年

代； ⑤80 年代以后

6、您现在的住房面积为 平方米（建筑面积），有 间房。

7、有无以下设施(在已有的序号上打“√”)：

①独立厨房； ②独立卫生间； ③抽水马桶； ④自来水； ⑤电话； ⑥有线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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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互联网网络。

您认为目前需要迫切增加的设施是

8、垃圾收集、污水排放情况：

①有/无(请勾选)固定的垃圾收集点；② 有/无(请勾选)系统的排水设施；

③如无，一般处理方式，直接扔放或排入附近沟渠/作为农家肥进行处理（请勾选）。

9、您认为您居住地点生活服务设施（集市或菜市场、日用品百货、邮电局、银行、

幼托、学校、医院、绿化设施、公共娱乐设施等）是否方便：

①方便； ②一般； ③不方便,其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比较不便。

10、你一般在何处休息聊天：

①自家院落；②附近街巷胡同；③庙宇、村委会等公共场所；④其他

11、您认为您居住地点人文环境状况：

①邻里相处融洽，希望延续这种相处关系； ②租户多，比较拥挤，状况一般；

③脏、乱、差，希望尽快改变这种居住状态；④其他

12、您出行一般使用的交通工具为：

①步行；②自行车；③人力三轮；④摩托车；⑤公交车；⑥其他

 关于历史文化名村保护问题

13、您对老房子的看法：

①完全保留； ②基本保留、局部改造； ③只留下代表性的； ④拆除重建成仿古建

筑； ⑤拆除重建成现代建筑； 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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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您希望历史居住地段的居民：

①维持现状； ②迁出部分住户； ③全部迁出至新区； ④自己迁出

15、您希望居住的房屋形式：

①新式多层住宅； ②传统合院； ③新旧结合（旧式建筑，新式内部设施）

16、您对西石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工作的了解程度：

①很多； ②一般； ③很少； ④一点都不了解

17、您会主动向他人介绍村庄的历史典故吗：

①能； ②不能； ③看自己心情

18、您对西石村印象最美好的地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您对西石村印象最差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0、您 对 这 次 历 史 文 化 名 村 保 护 规 划 有 哪 些 意 见 或 建 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西石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问卷调查分析研究（居民问卷部分）

调查时间：2021年 9月

调查地点：淄川区太河镇西石村

调查方式：问卷

调查数量：发放 120份（户），回收 100份

调查对象：本村村民

一、关于西石村居民的家庭状况

1、村庄住户的职业情况：（有效问卷 94份）

农民 90.2%

其他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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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庄住户家庭得人口结构：（有效问卷 88份）

未成年人（18岁以下） 2%

青年（19—40岁） 2.2%

中年（41—60岁） 25%

老年（60岁以上） 70.8%

<分析>居民以中老年人居多，特别是 6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占据绝大多数人口。

3、住户家庭的人口状况：（有效问卷 98份）

1～3 人/户 92.8%

4～6 人/户 7.2%

6 人/户以上 0%

<分析>每户居民人数不多，以少于 3 人为主。

4、户均居住房间数约为 3.5 间/户（有效问卷 93 份）

二．关于历史街区居民的居住情况

1、住房产权归属状况：（有效问卷 98 份）

住房为公房（集体所有）的占 1%

住房为私房的占 99%

住房为租用的占 0%

<分析>居民住宅绝大多数为私房，仅少部分为公房。

2、 住房历史年代状况： （有效问卷 97 份）

始建年代为明代 0%

始建年代为清代 9.5%

始建年代为民国 10.2%

始建年代在 50 至 70 年代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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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年代在 80 年代之后 30.4%

<分析>西石现存建筑的始建年代最早为清代，在 80 年代初曾大规模改建，从而

基本形成了现在的风貌状况。

3、 住房内现代生活设施的配备情况：（有效问卷 106 份）

有独立厨房 68.8%

有独立卫生间 40.2%

有抽水马桶 0%

有自来水 100%

有电话 95.6%

有有线电视 78.2%

有互联网网络 85.3%

<分析>西石居民几乎都拥有了自来水、电话、有线电视等生活设施，但仍有相当

一部分住户无法享受独立的厨房、卫生间、抽水马桶等厨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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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垃圾收集、污水排放情况：（有效问卷 83 份）

有固定的垃圾收集点 100%

有系统的排水设施 100%

直接扔放或排入附近沟渠 0%

作为农家肥进行处理 0%

<分析>居民拥有必备的垃圾收集点和排水设施。

5、 居民对生活设施的评价：（有效问卷 97 份）

方便 94.5%

一般 3.9%

不方便 1.6%

<分析>居民普遍认为生活服务设状况方便。

6、 居民对人文环境的评价：（有效问卷 83 份）

认为邻里相处融洽，希望延续这种相处关系的有 100%

认为住户多，比较拥挤，状况一般的有 0%

认为脏乱差，希望尽快改变这种居住状态的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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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西石居民对居住环境以及现在的邻里关系仍然保有较大的好感，希望能够

延续这种人文氛围。

7、 居民对公共空间的利用情况：（有效问卷 100 份）

多在自家院落休息聊天 2.3%

多在附近街巷休息聊天 97.7%

多在庙宇、村委会等公共场所休息聊天 0%

<分析>西石居民喜欢在附近街巷休息聊天，所以规划中对村落街巷的塑造和处理

中应多加注意。

8、 村庄居民的出行方式情况：（有效问卷 99 份）

步行 10.5%

自行车 12.8%

人力三轮车 3.1％

摩托车 29.7％

公交车 8％

电动车 35.9％

<分析>居民出行方式多为摩托车和电动车，辅以自行车和步行。由此而看，村庄的尺

度在非机动车和步行可接受的范围内。

三．关于居民对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意见

1、居民对待古建筑保留政策的意见：（有效问卷 7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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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完全保留 56.7%

建议基本保留、局部改造 41.7%

建议只留下代表性古建筑 1.7%

建议拆除古建筑，重建成仿古建筑 0%

建议拆除古建筑，重建成现代建筑 0%

<分析>绝大多数居民建议对古建筑基本保留、局部改造，反对建成仿古建筑和现

代建筑。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对保护呈积极态度。

2、村庄居民对待居民搬迁政策的意见：（有效问卷 99 份）

希望维持现状 90.2%

希望迁出部分住户 0%

希望居民全部迁出至新区 9.8%

自己希望迁出 0%

<分析>希望村庄维持现状的居民占绝大多数，证明当地居民对自己的家乡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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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这将是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中的积极支持力量。

3、 居民对居住形式的意见：（有效问卷 89 份）

希望居住在新式多层住宅 0%

希望居住在传统合院 100%

希望居住在旧式建筑，内部使用新式设施 0%

<分析>居民大多希望继续居住在传统合院中，这种态度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及

改造也有正面作用。

4、 居民对保护工作的了解程度：（有效问卷 98 份）

了解很多 3.7%

了解一般 10.0%

了解很少 48.0%

一点都不了解 38.3%

5、 居民对保护工作的热心程度：（有效问卷 100 份）

能主动向他人介绍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典故的 46.0%

不能主动向他人介绍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典故的 25.3%

心情好时愿意向他人介绍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典故的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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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约一半的居民都能主动向他人介绍村落的历史典故，对保护工作有一定

热情，这是支持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又一强大内力。

第六章 规划征求村民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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