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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地名传奇

两个“道口”各有历史传奇
莘县道口村曾是马陵古道、东昌府区道口铺相传神度义犬
文/片 本报记者 刘云菲 实习生 刘亚文

莘县樱桃园镇道口管区王亭村的那条“马陵古
道”，俯瞰有两个三岔口，看上去就挺迷糊，身在
其中更是分不清东西南北。

距离王亭村 10 多里的马陵村建有马陵之战纪念
馆，门前一幅对联：千古战例垂青史，一卷兵书启
后人。

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办事处的大集东头立着村
碑，上面写有道口铺的来历。

“道口”在聊城有两处：一个是莘县道口村，另一个是东昌府区道
口铺。同为道口，但有不一样的传奇故事。莘县道口村现在叫道口管
区，这里沟壑交错，曾是马陵古道；东昌府区道口铺有神仙超度义犬的
动人传说。

莘县马陵古道口>>

“迷魂阵”：卖油郎转了 12 圈出不去村
莘县道口村现在是樱

桃园镇的一个管区，镇上
的人说道口素有“迷魂
阵”之称。 3 日上午 11
点多，樱桃园镇政府办公
室主任王运昂叫了两位对
道口路行熟悉的工作人员
带记者进村。工作人员徐
飞说：“那里可迷糊了，

我进去就分不清东西南
北，外地人来了更走不出
去。”

来到道口管区王亭
村， 80 岁的老村支书王
性举和 61 岁的村两委成
员王百良一起为记者指
路。古道有两个三岔口，
周围沟壑纵横。王百良笑

着让周围人辨别方向，可
大家说来说去，方向都说
错了。“过去，有个卖油
郎路过我们村，转了 12
遍没出村，这是真事，老
辈人都知道。”

王性举指着远处说，
离村不远，还有个马陵村，
“马陵人认为这条路是东

西方向，我们说是南北方
向，原来的路比现在还
窄。”王百良打趣地说：“我
都 60 多岁了，还弄不清
呢！我们村里的房子四面
见太阳，到村里串亲戚的
人都觉得挺怪。古时候，庞
涓和孙膑打仗，可能就是
利用了地形。”

专家：庞涓军队在道口迷路

莘县政协文史宣传
工作室主任杜言青说，
2005 年，莘县政协举行
马陵之战学术研讨会，
马陵之战纪念馆同时落
成。会上 80 多位文史专
家一致认为，马陵村是
公元前 342 年齐魏马陵

之战发生地，《史记·
孙子吴起列传》、唐张
守节《史记正义》、郭沫
若、翦伯赞等历史研究证
明了这一点。

“道口村是马陵道的
入口，孙膑利用这里的有
利地形，让庞涓军队在道

口迷路，为战争胜利争取
战机。道口和马陵都是靠
着金堤河建的村，这里道
路都很斜，不容易辨别方
向。”杜言青说，相传孙膑
在此发现一片樱桃林，摘
下一串刚想吃，闻讯魏军
逼近，便指挥军队迅速向

马陵道进发，后来得知魏
军已停下吃樱桃，孙膑才
把樱桃放在口里，后来人
们便称孙膑吃樱桃的地
方叫“到口”，之后谐音
改为“道口”，齐军曾
驻 足 吃 樱 桃 的 地 方 叫
“樱桃园”。

东昌府区道口铺>>

“挺神奇”：义犬为保钱财几天不动地方

聊城通往冠县的济聊
高速把东昌府区道口铺街
道办事处分成南北两条
街。 4 日上午，道口铺大
集上的村碑，淹没在熙熙
攘攘的人群中，外地人很

难发现，这块石碑上记录
着道口铺的神奇故事。

石碑正面刻着“道口
铺”三个字，后面刻写：
“隋开皇年间，该地是聊
城至堂邑、沙镇去梁水镇

的交叉口，故有人开铺于
此。一年曾有一商人带犬
路过丢失钱褡，其犬卧褡
守之，竖耳怒目环视，行
人不敢近前，数日后商人
看见犬死，钱褡仍被伏于

犬下，商人请道人超度，
并葬于铺西里许。此地遂
得名神仙渡口铺，又因该
地实为道口，便谐音为神
仙道口铺，清末简称道
口。”

专家：“阿黑”救主成美谈

东昌府区政协文史学习
宣传委员会主任王彦华说，
道口铺的传说有很多，另一
个是“义犬救主”。据传，永乐
年间，有个名叫杨承业的人
挺老实，但喜欢喝酒。一天，
他进城进货在酒馆喝酒，看
见一个汉子持刀正要杀狗，
他觉得狗可怜，出钱买下这

条狗，取名叫“阿黑”。
一年后，杨承业进城批

布，喝得醉沉沉，滚到草窝
里，酣睡不醒。忽然荒郊起
火，蔓延烧来，阿黑急忙向主
人喊叫，可是杨承业喝得太
醉，毫无知觉。阿黑飞跑到旁
边水坑跳下去又爬上来，带
着满身水跑回来，把身上的

水沾到草上，就这样四五次，
才把草沾湿。后来家人发现
杨承业，狗却死了。杨承业悲
伤地安葬义狗，这时来了一
位道士，道士救活了义狗，村
庄取名“神仙度狗铺”。

“当然，这些都是传说，
是人们美好的心愿，宣扬道
义。”王彦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