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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剐主席、全国佛教m会会长、全国书法协会名誉理事赵朴初题

词：岱南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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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书法m会理事孙轶青题词：峄山洞石古今奇，天

子首巡骚容诗。最是嶂碑豢篆体，常教学者醉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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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峄山——这座在中国古代就著称于海内，被列为中国九大历史名山的山，

座落在我们邹城市中南部．她是值得每个生活、工作在“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

祥之地"的邹城市人引为骄傲、自豪的又一个方面。稍有一些文史知识的邹峄

人，恐怕都会说：炎族文化(亦称东夷文化)是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邾娄

文化是炎族文化的主要象征；峄山文化又是邾娄文化最基本的体现。然而，若

细究起来，峄山文化又有哪些内涵和外延?峄山在自古至今几千年的中华民彭j

文明史上，到底给我们留下哪些完整、系统的概念?问题一具体，却又往往会使

人茫然。

偶有一点料理政务之闲暇，翻阅点点史志一类的古籍，发现其中有不少有

关邹峄的记载，可是也多是相袭、重述、各有侧重的片断。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

这么一点叙述：峄山是中国古代立有山志的60座山之一。我想：志书当然应有

完整、全面的记叙，可历尽沧桑，那些有关峄山的志书在哪里?说来也巧，一年

多前，在一位称得上颇有学识的朋友那里发现了曲师大复印的清代文人侯文

龄编修的《峄山志》，可粗阅一遍，也仅仅是志入了峄山胜景，辑录了部分有关

峄山的诗、文罢了。也很难叫人认识峄山乃至峄山文化之全貌。又何况这部志

书印行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距今已去近一百三十年，这一点三个世纪中

峄山之事变更无从知悉。尤其近十几年来，邹峄人民开发、建设峄山旅游区、上

百万中外游人云集峄山观光揽胜等情况也该载入邹城地方史册。于是，我曾在

内心热切盼着能有一部新编的峄山志书尽早问世．以利于进一步弘扬峄山文

化，进一步促进峄山的开发、建设，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朋友光临邹峄这片古老

而崭新的土地，使邹城市的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扬帆破

浪，驶向更广阔的前景。

现已如愿以偿，《峄山新志》果然给我们见面了。对于编纂者付出的艰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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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我表示感谢．大家是否也应予肯定?至于这部志书的质量如何，当然要有广

大读者去认可。不过我认为：只要这志书能起至U上述三个“进一步”的作用，不

管程度如何，起码能评上60分——及格了也就含有成功。

编者在志稿写成后，将要付印前，拿来征求我这个第一位读者的意见，并

“请’’我作序。我坦诫地谈了如此点点体会。写到纸一h，如勉能为序也就算作序

吧。

1993年初秋

(编者注：刘建国同志为邹城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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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坚持横排竖写的体例。

三、本志结构：卷首设概述、大事记；卷尾设附录；正文设卷、章、节、目四

级，共八卷二十章六十六节．目以下层次不加序列号码。

四、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突出时代特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突

出地方特色，即峄山特色，为新时期的旅游事业服务。

五、本志行文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引用、选录的诗、词、文除外)。采

用志、述、记、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为适应山志的趣味性，增加可渎性，

将有关轶事传奇附于相应的节、目之后。

六、本志上限时间不限，由各事物始有年代作志；下限为1992年，为保持

事物完整性，个别事物下限时间有所突破。

七、本志纪年：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采用传统纪年，公元纪年注于括号

内；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只采用公元纪年。



目 录
峄山导游简图⋯⋯⋯⋯⋯⋯⋯⋯⋯⋯⋯⋯⋯⋯⋯⋯⋯⋯⋯⋯⋯⋯⋯⋯1

题词⋯⋯0 0 01 0 0 01·⋯⋯⋯⋯⋯⋯⋯⋯⋯⋯⋯k⋯⋯⋯⋯⋯⋯⋯⋯⋯⋯⋯2

序言⋯⋯⋯⋯⋯⋯⋯⋯⋯⋯⋯⋯⋯⋯⋯⋯⋯⋯⋯⋯⋯⋯⋯⋯⋯⋯⋯⋯9

凡l列⋯·00·6 OO O⋯⋯⋯⋯一一⋯⋯·O 00 0 0 0⋯··⋯······⋯⋯⋯⋯⋯⋯⋯⋯·11

目录·⋯⋯⋯⋯⋯·⋯·⋯⋯·⋯⋯·⋯⋯⋯·一⋯⋯·⋯·“⋯⋯⋯⋯⋯⋯⋯13

概述

大事记

卷一峄山概貌

第一章位置与脉系⋯⋯⋯⋯⋯⋯⋯⋯⋯⋯⋯⋯⋯⋯⋯⋯⋯⋯⋯⋯⋯⋯⋯9

第一节位置⋯⋯⋯⋯⋯⋯⋯⋯⋯⋯⋯⋯⋯⋯⋯⋯⋯⋯⋯⋯⋯⋯⋯⋯9

第二节脉系⋯⋯⋯⋯⋯⋯⋯⋯⋯O Q O O O D⋯⋯⋯⋯⋯⋯⋯⋯⋯⋯⋯⋯⋯9

第二章发育与形成⋯⋯⋯⋯⋯⋯⋯⋯⋯⋯⋯⋯⋯⋯⋯⋯⋯⋯⋯⋯⋯⋯10

第一节发育⋯⋯⋯“00 LP·dP·⋯⋯⋯⋯⋯⋯⋯⋯⋯⋯⋯⋯⋯⋯⋯10

第二节形成⋯⋯⋯⋯00 O·⋯⋯⋯⋯··B O qP O⋯⋯⋯⋯··?⋯⋯⋯···11

第三章古事与今情⋯⋯⋯⋯⋯⋯⋯⋯⋯⋯⋯⋯⋯⋯⋯⋯⋯⋯⋯⋯⋯⋯13

第一节古事··0 0 0 0⋯⋯⋯⋯⋯⋯⋯⋯⋯⋯⋯⋯⋯⋯⋯⋯⋯⋯⋯⋯13

第二节今情⋯⋯⋯⋯⋯⋯⋯⋯⋯⋯⋯⋯⋯⋯⋯⋯⋯⋯⋯⋯⋯⋯⋯“

卷二峄山景观

第一章山路⋯⋯⋯⋯⋯⋯⋯⋯⋯⋯⋯⋯⋯⋯⋯⋯⋯⋯⋯⋯⋯⋯⋯⋯⋯15

第一节故道⋯’⋯⋯⋯⋯g O·O Q O O 0⋯⋯⋯⋯⋯⋯⋯⋯⋯⋯⋯⋯⋯15

第二节盘路⋯⋯⋯⋯⋯⋯⋯⋯⋯⋯⋯⋯⋯⋯⋯⋯⋯⋯⋯⋯⋯⋯⋯17

第二章风景名胜集锦⋯⋯⋯⋯⋯⋯⋯⋯⋯⋯⋯⋯⋯⋯⋯⋯⋯⋯⋯⋯⋯18

第一节二十四景⋯⋯⋯⋯⋯⋯⋯⋯⋯⋯⋯⋯⋯⋯⋯⋯⋯⋯⋯⋯⋯19

第二节五大奇观⋯⋯⋯⋯⋯⋯⋯⋯⋯⋯⋯⋯⋯⋯⋯⋯⋯⋯⋯⋯⋯44

第三节二十名石⋯⋯⋯⋯⋯⋯⋯⋯⋯⋯⋯⋯⋯⋯⋯⋯⋯⋯⋯⋯⋯48

第四节十二福地⋯⋯⋯⋯⋯⋯⋯⋯⋯⋯⋯⋯⋯⋯⋯⋯⋯⋯⋯⋯⋯53

第五节峄阳三十六洞天⋯⋯⋯⋯⋯⋯⋯⋯⋯⋯⋯⋯⋯⋯⋯⋯⋯⋯65

第六节七龙洞⋯⋯⋯⋯⋯⋯⋯⋯⋯⋯⋯⋯·0 0 0 0 0 0⋯⋯⋯⋯⋯⋯⋯79

·】3·



第七节八段锦⋯⋯⋯⋯⋯⋯⋯⋯⋯⋯⋯⋯⋯⋯⋯⋯⋯⋯⋯⋯⋯⋯82

第八节八大山门⋯⋯⋯⋯⋯⋯⋯⋯⋯⋯⋯⋯⋯·0Q Q OO⋯⋯⋯⋯⋯⋯85

第九节其它风景名胜录⋯⋯⋯⋯⋯⋯⋯⋯⋯⋯⋯⋯⋯⋯⋯⋯⋯⋯87

第三章碑刻石刻集萃⋯⋯⋯⋯⋯⋯⋯⋯⋯⋯⋯⋯⋯⋯⋯⋯⋯⋯⋯⋯⋯92

第一节名碑刻⋯⋯⋯⋯⋯⋯⋯⋯⋯⋯⋯⋯⋯0 0 Oi⋯⋯⋯⋯⋯⋯⋯·92

第二节名石刻⋯⋯⋯⋯⋯⋯⋯⋯⋯⋯⋯⋯⋯⋯⋯⋯．⋯⋯⋯⋯⋯⋯96

第三节名楹联⋯⋯⋯⋯⋯⋯⋯⋯⋯⋯⋯⋯⋯⋯⋯⋯⋯⋯⋯⋯⋯⋯101
●

卷三峄山宗教

第一章道教⋯⋯一⋯⋯⋯⋯⋯⋯⋯⋯⋯⋯⋯⋯⋯⋯⋯⋯⋯⋯⋯⋯⋯⋯105

第一节起源⋯⋯⋯⋯⋯⋯⋯⋯⋯⋯⋯⋯⋯⋯⋯⋯⋯⋯”j⋯⋯⋯⋯105

第二节支派与活动⋯⋯⋯⋯⋯⋯⋯⋯⋯⋯⋯⋯⋯⋯⋯⋯⋯⋯⋯⋯107

第二章佛教⋯⋯⋯⋯⋯⋯⋯⋯⋯⋯⋯⋯⋯⋯⋯⋯⋯⋯⋯⋯⋯⋯⋯⋯⋯112

第一节活动⋯⋯⋯⋯⋯⋯⋯⋯⋯⋯⋯⋯⋯⋯⋯⋯⋯⋯⋯⋯⋯·”⋯112

第二节佛道渗透⋯⋯⋯⋯⋯⋯⋯⋯⋯⋯⋯⋯⋯⋯⋯⋯⋯⋯⋯⋯⋯113

卷四峄山兵事

第一章驻军⋯⋯⋯⋯⋯⋯⋯⋯⋯⋯⋯⋯⋯⋯⋯⋯⋯⋯⋯⋯⋯⋯⋯⋯⋯115

第一节郗鉴避峄自保⋯⋯⋯⋯⋯⋯⋯⋯⋯⋯⋯⋯⋯⋯⋯⋯⋯⋯⋯115

第二节冯将军峄下小憩⋯⋯⋯⋯⋯⋯⋯⋯⋯⋯⋯⋯⋯⋯⋯⋯⋯⋯116

第三节纪王城兵场⋯⋯⋯⋯⋯⋯⋯⋯⋯⋯⋯⋯⋯⋯⋯⋯⋯⋯⋯⋯117

第二章战斗⋯⋯⋯⋯⋯⋯⋯⋯⋯⋯⋯⋯⋯⋯⋯⋯⋯⋯⋯⋯⋯⋯⋯⋯⋯118

第一节佛道之争⋯⋯⋯⋯⋯⋯⋯⋯⋯⋯⋯⋯⋯⋯⋯⋯⋯⋯⋯⋯⋯118

第二节邹峄农民起义⋯⋯⋯⋯⋯⋯⋯⋯⋯⋯⋯⋯⋯⋯⋯⋯⋯⋯⋯118

第三节血战衲云庵⋯O OQ OOO···⋯⋯⋯⋯⋯⋯⋯⋯⋯⋯⋯⋯⋯⋯“119

第四节王道长除贼⋯Q O O·O OO O⋯⋯⋯⋯⋯⋯⋯⋯⋯⋯⋯⋯⋯⋯⋯119

第五节明太子邹峄平乱⋯⋯⋯⋯⋯⋯⋯⋯⋯⋯⋯⋯⋯⋯⋯⋯⋯⋯120

第六节董乾儒峄山揭竿⋯⋯⋯⋯⋯⋯⋯⋯⋯⋯⋯⋯⋯⋯⋯⋯⋯⋯120

第七节国共配合打日军⋯⋯⋯⋯⋯⋯⋯⋯⋯⋯⋯⋯⋯⋯⋯⋯⋯⋯122

第八节孔广岱峄峰砸碑。···BB O O O O OI O O O O⋯⋯⋯⋯⋯⋯⋯⋯⋯⋯⋯122

第九节歼灭李兴泉部⋯⋯⋯⋯⋯⋯⋯⋯⋯⋯⋯⋯⋯⋯⋯⋯⋯⋯⋯123

卷五峄山诗赋文选

第一章诗⋯⋯⋯⋯⋯⋯⋯⋯⋯⋯⋯⋯⋯⋯⋯⋯⋯⋯⋯⋯⋯⋯·O O Q⋯⋯·125

第一节律诗⋯⋯⋯⋯⋯⋯⋯⋯⋯⋯⋯⋯⋯⋯⋯⋯⋯⋯⋯⋯⋯⋯⋯125
·】4·



第二节新诗⋯⋯⋯⋯⋯⋯⋯⋯⋯⋯⋯⋯⋯⋯⋯⋯⋯⋯⋯⋯⋯⋯⋯

第二章赋文⋯⋯⋯⋯⋯⋯⋯⋯⋯⋯⋯⋯⋯⋯⋯⋯⋯⋯⋯⋯⋯⋯⋯⋯⋯

第一节古赋古文⋯⋯⋯⋯⋯⋯⋯⋯⋯⋯⋯⋯⋯⋯⋯⋯⋯⋯⋯⋯

第二节新文⋯⋯⋯⋯⋯⋯⋯⋯⋯⋯⋯⋯⋯⋯⋯⋯⋯⋯⋯⋯⋯⋯⋯

卷六峄山资源特产

第一章矿物资源——花岗岩⋯⋯⋯⋯⋯⋯⋯⋯⋯⋯⋯⋯0 0 O O O O Q O B B g·m O O O O B

第二章植物特产⋯⋯⋯⋯⋯⋯⋯⋯⋯⋯⋯⋯⋯⋯⋯⋯⋯⋯⋯⋯⋯⋯⋯

第一节林木⋯⋯⋯⋯⋯⋯⋯⋯⋯⋯⋯⋯⋯⋯⋯⋯⋯⋯⋯⋯⋯⋯⋯

第二节山菊花⋯⋯⋯⋯⋯⋯⋯⋯⋯⋯⋯⋯⋯⋯⋯⋯⋯⋯⋯⋯⋯⋯

第三节八花宝粥。⋯⋯⋯⋯⋯⋯⋯⋯⋯⋯⋯⋯⋯o m O g QB⋯⋯O 0 0 0 00⋯

第四节天福甘露⋯⋯⋯⋯⋯⋯⋯⋯⋯⋯⋯⋯⋯⋯⋯⋯⋯⋯⋯⋯⋯

第五节黑枣醉枣⋯⋯⋯⋯⋯⋯⋯⋯⋯⋯⋯⋯⋯⋯⋯⋯⋯⋯⋯⋯

第六节秋榆钱⋯⋯⋯⋯⋯⋯⋯⋯⋯⋯⋯⋯⋯⋯⋯⋯⋯⋯⋯⋯⋯⋯

第七节蟠桃⋯⋯⋯⋯⋯⋯⋯⋯⋯⋯⋯⋯⋯⋯⋯⋯⋯⋯⋯⋯⋯⋯⋯

第八节蒲桃贡酒⋯⋯⋯⋯⋯⋯⋯⋯⋯⋯⋯⋯⋯⋯⋯⋯⋯⋯⋯⋯⋯

第三章动物特产⋯⋯⋯⋯⋯⋯⋯⋯⋯⋯⋯⋯⋯⋯⋯⋯⋯⋯⋯⋯⋯⋯⋯

第一节康宁大宝⋯⋯⋯⋯⋯⋯⋯⋯⋯⋯⋯⋯⋯⋯⋯⋯⋯⋯⋯⋯⋯

第二节金凤朝阳八仙高寿⋯⋯OO 00⋯⋯⋯⋯⋯⋯⋯⋯⋯⋯⋯⋯

第三节横威将军⋯⋯⋯⋯⋯⋯⋯⋯⋯⋯⋯⋯⋯⋯⋯⋯⋯⋯⋯⋯⋯

第四节小金龙⋯⋯⋯⋯⋯⋯⋯⋯⋯⋯⋯⋯⋯⋯⋯⋯⋯⋯⋯⋯⋯⋯

第五节虎跳⋯⋯⋯⋯⋯⋯⋯⋯⋯O O O O O0⋯⋯⋯⋯⋯⋯⋯⋯⋯⋯⋯⋯

第六节白元大仙⋯⋯⋯⋯⋯⋯⋯⋯⋯⋯⋯⋯⋯⋯⋯⋯⋯⋯⋯⋯⋯

第七节天宝无羽燕⋯⋯⋯⋯⋯⋯⋯⋯⋯⋯⋯⋯O O Q O OO⋯⋯⋯⋯⋯⋯

卷七峄山开发与建设

160

172

172

18l

191

191

191

192

192

192

193

193

193

193

194

194

194

194

195

195

195

195

第一章考察与规划⋯⋯⋯⋯⋯⋯⋯⋯⋯⋯⋯⋯⋯⋯⋯⋯⋯⋯⋯⋯⋯⋯197

第一节考察⋯⋯⋯⋯⋯⋯⋯⋯⋯⋯⋯⋯⋯⋯⋯⋯⋯⋯⋯⋯⋯⋯⋯197

第二节规划⋯⋯⋯⋯⋯⋯⋯⋯⋯1 0 0 Q O O⋯⋯⋯⋯⋯⋯⋯⋯⋯⋯⋯⋯198

第二章峄山笔会⋯⋯⋯⋯⋯⋯⋯⋯⋯0 0 0 Q O D⋯⋯⋯⋯⋯⋯⋯⋯⋯⋯⋯⋯198

第一节概况⋯⋯⋯⋯⋯⋯⋯⋯⋯⋯⋯⋯⋯⋯⋯⋯⋯⋯⋯⋯⋯⋯⋯198

第二节成果⋯⋯O BO 0 0 0⋯⋯⋯⋯⋯⋯⋯⋯⋯⋯⋯⋯⋯⋯⋯⋯⋯⋯⋯199

第三节书画集锦⋯⋯⋯⋯⋯⋯⋯⋯⋯⋯⋯⋯⋯⋯⋯⋯⋯⋯⋯⋯⋯199

第三章开发与建设⋯⋯⋯⋯·00 00 g⋯⋯⋯⋯⋯⋯⋯⋯⋯⋯⋯⋯⋯⋯⋯⋯201

·】5·



第一节开发⋯⋯⋯⋯⋯⋯⋯⋯⋯⋯⋯⋯⋯⋯⋯⋯⋯⋯⋯⋯．．．⋯⋯201

第二节建设⋯⋯⋯一⋯⋯⋯⋯⋯⋯⋯⋯⋯⋯：⋯⋯⋯⋯⋯⋯⋯⋯⋯201

卷八峄山管理与保护

第一章管理0 0 0 00 0 00 0一⋯⋯⋯⋯．⋯⋯⋯⋯⋯：⋯⋯⋯⋯⋯⋯⋯⋯⋯⋯⋯”203

第一节机构设置⋯⋯⋯⋯⋯⋯⋯⋯⋯⋯⋯⋯⋯⋯⋯⋯⋯⋯．．．⋯⋯203

第二节措施与效益⋯⋯⋯⋯⋯⋯⋯⋯⋯⋯⋯⋯⋯⋯⋯⋯⋯⋯⋯⋯205

第二章保护⋯⋯⋯⋯⋯⋯⋯⋯⋯⋯⋯⋯．．⋯⋯⋯⋯⋯⋯⋯⋯⋯⋯⋯⋯·206

第一节名胜古迹保护eoo000⋯⋯⋯⋯⋯⋯⋯⋯⋯⋯⋯⋯⋯⋯⋯⋯⋯206

第二节资源保护m00 000 o⋯⋯⋯⋯⋯⋯⋯⋯⋯⋯⋯⋯⋯⋯⋯⋯⋯⋯”206

附录

有关峄山的史志、文学等类书目简介⋯⋯⋯⋯⋯⋯⋯⋯r．．⋯⋯⋯⋯207

古代部分经典有关“邾峄’’记载摘要⋯⋯⋯⋯⋯⋯⋯⋯．．．⋯⋯⋯⋯⋯208

峄山古代商业简介⋯⋯⋯⋯⋯⋯⋯⋯⋯⋯⋯⋯⋯⋯⋯⋯⋯⋯⋯⋯⋯209

邹峄“二月二龙抬头"的传说⋯⋯⋯⋯⋯⋯⋯⋯⋯⋯⋯⋯小⋯⋯⋯⋯210

邹峄“福”字传佳话⋯⋯⋯⋯⋯⋯⋯⋯⋯⋯⋯⋯⋯⋯⋯⋯⋯⋯⋯⋯⋯．211

邹县人民政府关于保护峄山风景名胜古迹的通告⋯⋯⋯⋯⋯⋯⋯⋯212

《峄山新志》编篆委员会人员名单⋯⋯⋯⋯⋯⋯⋯⋯⋯⋯⋯⋯⋯⋯⋯⋯⋯215

《峄山新志》资料来源000 000 000 000000 07⋯⋯⋯⋯⋯i⋯⋯⋯⋯⋯．．．⋯⋯⋯⋯⋯217'

后记⋯“”“”一”“⋯”””””“”一””一⋯“⋯一““”””””!”””””““””“219

·16·



概 述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素称“文化发祥之地，孔孟桑梓之邦”的山东省邹

城市城东南12公里处，有一座拔地而起、巍巍耸翠的历史名山，与泰山南北榴

峙，它就是被誉为“岱南奇观’’的峄山．古人称其为小岱宗。

峄山始名绎山，因其“怪石万迭．络绎如丝，故名绎焉。”古时“绎’’、“峄”二

字相通(《诗补传》)。由此看来，金代张通日：《诗经·鲁颂》作绎，取其义也；《书

经·禹贡》作峄，奠其名也。此说不无道理。峄山又名邹峄山(《史记》)．盖以地

冠山；《邹山记》弥邹山，所谓山从邑变是也。刘昭注后郡国志及魏书地形志，j簪

邹峄山和邹山误分为二者．《清一统志》载“邹山，即峄山"，(《中国古今地名大

辞典》)。孟子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一语即指峄山．峄山因此又有东山之弥。

因东晋太尉郗鉴曾率军数万在峄山避乱，峄山亦有郗公峄、太峄之名。

据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二十世纪

初，在中国考察后所著《中国科学史：卜书记载，峄山是“水成巨砾沉积’’。大约
在25亿年前的太古时期，峄山先后经历了三次沉没和四次上升的发育阶段，

至距今约3000万年前，终于由水波侵蚀冲刷，迂回激荡，而将众多圆润、怪异

的巨砾叠积成堆，再经地壳变动、沧海桑田的造山运动而崛起成山：史书载它

海拨555米(俗称“三五’’牌，1985年实测为582．8米)，周长10公里许，均及

泰山三分之一稍强，五华峰为其极顶。然以其怪石垒迭、形象透剔、洞穴幽邃，

灵泉喷溅而独具一格。迥然不同的玲珑美，加之北衍泰山之灵秀，东引凤凰山

之诸峰，西瞰微山湖之银光烟波．便集泰山之雄、黄山之秀、华山之险于一身。

与五岳之首的泰山相媲美．博得“灵通泰岱’’、“邹鲁秀灵’’之美誉。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p峄山早在春秋战国时即名噪海内。峄山为我国古

代的九大历史名山之一，亦是我国古代立志的60余座文化名山之一(《山东风

物大全》)。《书经·禹贡》有“峄阳孤桐”之记载；《诗经·鲁颂》有。保有凫绎”之

诗句。据说禹王治水，洪患绝迹，社稷升平．文明兴化，要求贡献峄山桐木制琴．

果然，桐琴音质纯正优美，闻之犹如鹤唳凤鸣，清脆嘹亮，悦耳清心，“峄阳孤

桐”遂成“千古奇绝"。乃至秦汉唐宋，峄山盛名誉满天下：据《史记·秦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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