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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古地名(古国)考略

第一章和国、邹国、邹鲁、邹瞅考 1 1159 

第一节绑国考 1 1159 

第二节邹国考 1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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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城区路街巷名录/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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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钢山街道办事处/ 1287 

第一节概况/ 1288 

第二节行政村/ 1291 

第三节社区居民委员会/ 1308 

第二章千泉街道办事处/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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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克山街道办事处/ 1351 

严问?I
第一节概况/ 1352 

第二节社区居民委员会/ 1354 

第四章香城镇 /1365

第一节概况/ 1366 

第二节行政村/ 1370 

第五章城前镇 /1459

第一节概况/ 1460 

第二节行政村/ 1464 

第六章大束镇/ 1557 , 

号 1
第一节概况/ 1558 

第二节行政村/ 1562 

第七章北宿镇 /1627

第一节概况/ 1628 

第二节行政村/ 1632 

第八章中心店镇/ 1677 

第一节概况/ 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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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唐村镇 /1721

第一节概况/ 1722 

第二节行政村/ 1725 

第十章太平镇/ 1751 

第一节概况/ 1752 

第二节行政村/ 1756 

第十一章石墙镇/ 1835 

第一节概况/ 1836 

第二节行政村/ 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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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概况/ 1968 

第二节行政村/ 1972 

第十四章张庄镇 /2009

第一节概况/ 2010 

第二节行政村/ 2014 

第十五章田黄镇 /2087

第一节概况/ 2088 

第二节行政村/ 2093 

第十六章郭里镇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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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概况/ 2134 

第二节行政村/ 2139 

第五篇 自然地理实体与人工建筑

第一章山脉 /2171

第一节峰山山系/2l 74

第二节连青山系/ 2192 

第三节凤凰山系/ 2240 

第四节尼山山系/ 2264 

第五节 昌平山系/ 2278 

第六节兔山山系/ 2308 

第二章河道泉源库塘 /2346

第一节河道/ 2346 

第二节泉源/ 2412 

第三节库塘/ 2416 

第三章道路 /2577

第一节公路/ 2577 

第二节铁路/ 2599 

第三节城镇路街巷/ 2610 

第六篇峰山

第一章峰山碑刻/ 3165 

第二章峰山摩崖/ 3184 

第三章峰山宗教/ 3190 



第四章 峰山景观/ 3199 

第一节五大奇观/ 3199 

第二节七龙洞/ 3208 

第三节八大山门/ 3215 

第四节八段锦/ 3226 

第五节十二福地/ 3233 

第六节二十名石/ 3255 

第七节二十四景/ 3276 

第八节峰阳三十六洞天/ 3318 

第五章 峰山诗画选 / 3402

第七篇孟子与孟子故里

第一章 孟子/ 3457 

第一节孟子身世/ 3461 

第二节生平活动 /3464

第三节历史影响/ 3484 

第四节孟庙/ 3504 

第五节孟子林墓/ 3623 

第二章 孟母/ 3634 

第一节三迁教子/ 3636 

第二节历代尊崇 / 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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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孟氏后裔/ 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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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后裔繁衍/ 3655 

第二节历代优遇/ 3688 

第三节孟府府务管理/ 3699 

第四节篡修家志/ 3704 

第五节续修族谱/ 3712 

第六节续立行辈/ 3717 

第七节孟府/ 3720 

第四章题孟诗画选/ 3737 

第八篇名胜古迹

第一章北朝佛教刻经/ 3873 

第一节峰山刻经/ 3877 

第二节尖山刻经/ 3881 

第三节铁山刻经/ 3886 

第四节 岗山刻经/ 3896 

第五节葛山刻经/ 3901 

第六节 阳山刻经/ 3904 

第二章汉画像石/ 3905 

第一节年代与分布/ 3906 

第二节主要内容题材/ 3909 

第三节雕刻艺术风格/ 3925 

第三章祭祀伏恙和女娟的圣殿一一截皇庙(遗址) / 3936 

第一节 兔山一一载皇"庙斯(且)山麓，亘古今存" / 3937 



第二节 且山一一-太吴龙文化之根/ 3942 

第三节伏截与女娟/ 3945 

第四节截皇庙变故/ 3950 

第四章秦峰山碑/ 3956 

第一节秦峰山碑的由来/ 3956 

第二节秦峰山碑文及元代跋文/ 3959 

第三节二世诏文勘疑/ 3961 

第四节 《峰 山刻石》摹刻经过及其趣闻/ 3962 

第五章明鲁王朱檀与鲁荒王陵/ 3967 

第一节鲁王朱檀/ 3968 

第二节鲁王世系/ 3971 

第三节 明代亲王第一陵一一鲁荒王陵/ 3977 

第四节朱檀基出土珍贵文物 /3984

第六章宗教(民间信仰)古迹 /3993

第一节佛教/ 3993 

第二节道教/ 4020 

第三节民间信仰/ 4066 

第四节伊斯兰教/ 4088 

第九篇风俗民情地名故事

第一章岁时节日 / 4095

第一节岁时民俗/ 4095 

第二节节日民俗/ 4096 



第三节山会庙会集市/ 4110 

第二章婚嫁风俗/ 4155 

第三章生育礼俗/ 4165 

第四章庆贺礼俗/ 4173 

第一节祝寿贺礼/ 4173 

第二节开业贺礼/ 4177 

第三节乔迁贺礼 /4177

第五章丧葬风俗/ 4178 

第六章民间交际礼仪/ 4192 

第七章民间游戏/ 4197 

第一节 乡土游戏/ 4197 

第二节 乡村棋艺/ 4203 

第三节邹县旧志载旧时风俗民情/ 4209 

第四节邹城市民间常用熟语/ 4218 

第五节 中国传统文化常识集锦/ 4242 

第八章地名故事 /4250

第一节钢山街道/ 4250 

李官庄名称的由来/ 4250 

前后八里沟村与阴阳板的故事/ 4250 

杨下村名的来历/ 4253 

第二节千泉街道/ 4254 

兴隆庄名石的故事/ 4254 



第三节兔山街道/ 4255 

庙户营三迁祠兴建记/ 4255 

第四节峰山镇/ 4258 

"参沟"里产人参/ 4258 

"留驾庄"的传说/ 4261 

两下店一一"两下店" / 4261 

第五节看庄镇/ 4263 

一溜八看庄的由来/ 4263 

金山变"金山" / 4264 

第六节香城镇/ 4266 

"五宝庵山"出"五宝" / 4266 

香城的传说/ 4269 

莫亭村名的来历/ 4270 

第七节张庄镇 /4272

将军堂的由来 /4272

第八节城前镇/ 4273 

长老峪的故事/ 4273 

"单家庄"的来历/ 4274 

放粮村的故事/ 4275 

祝沟村的故事/ 4276 

第九节 回黄镇 /4277

瓦曲村名的来历 /4277



白龙池村的传说 I 4278 

宋家山头村名的由来 14280

"一碑一孔桥"的来历 I 4288 

第十节大束镇 I 4282 

匡庄一一匡衡后代聚居的村庄 I 4282 

第十一节 中心店镇 I 4283 

大元、小元村的由来 I 4283 

第十二节唐村镇 I 4284 

唐村名称的由来 I 4284 

第十三节北宿镇 I 4285 

漆女城的故事 I 4285 

落陵的传说 14288

第十四节大平镇 14288

骑岭村的传说 I 4288 

第十五节石墙镇 14289

望云村名来自"望云" I 4289 

羊绪村名的由来 14289

第十六节郭里镇 14290

卧牛山村的传奇故事 I 4290 

兔西村落曰"朝阳 " I 4292 

侍玉庄的由来 I 4293 

第九章当代咏邹文选 I 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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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路

第一节公路

至2013年 10月，邹城市境内有2条国道公路线， 6条省道公路线， 9条县乡公

路， 2条城际连接线。

一、国道

G3高速 即京台高速公路。境内北起大束镇的云山营村北，南至看庄镇的李楼

村南，经大束、香城、峰山、看庄4镇，境内长32千米。全封闭隔离式6车道，路面

宽28米，总宽50余米， 1998年 10月始建， 2000年12月建成通车。境内设有2个出口，

城区东匡庄邹城出口，距城区7千米，峰山镇崔桥村东峰山出口，距城区20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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