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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聊城含有“虎”字的地名，很
多人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位于聊城
市东昌府区西北方向的斗虎屯镇。

这个镇为什么叫斗虎屯？和老
虎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在当地，有一种说法是，“斗虎
屯”这个名字源于“小牛斗老虎”的传
说。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户赵姓人
家。赵员外家里有一头特别能吃的
小黄牛，这只小黄牛四肢健壮，牛头
硕大。在深冬的一天，赵员外跟着吃
饱喝足的小黄牛出门，走到一个山
坡，他看到从对面山坡上走来一头猛
虎。赵员外被吓昏了，不知过了多长
时间，一声虎啸把他惊醒，此时，小黄
牛与猛虎正在激烈地搏斗。细看那
老虎，虽然身长约 6 尺（1 尺约合 0.34
米），肚子却非常瘪，威风也不足，显
然是饿急了。而小黄牛精神十足，毫
不畏惧，不时地向老虎发起攻击。没
多久，老虎就败下阵来，小黄牛的两
个牛角刺入虎腹，老虎惨啸一声，重
重地摔落在小牛的背后，挣扎了几下
没能再站起来。勇敢的小黄牛战胜
了老虎，赵员外居住的地方遂定名

“斗虎屯”。
“还有人说我们这里叫斗虎屯是

因为做豆腐有名”，斗虎屯镇的居民
刘先生向记者说起关于“斗虎屯”名
字来源的另一个版本：当地百姓多以
制作豆腐为生，制作的豆腐品质佳，
因此称为“豆腐王屯”。慢慢地，因谐
音演变，就成了现在的“斗虎屯”。

现在的斗虎屯镇，除了豆腐之
外，草莓、葡萄、堠堌熏鸡等特色产品
都已形成品牌，并在现有的项目上延
伸发展，形成了以蔬菜、畜牧、水产、
食用菌、林果为主的农村支柱产业，
有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成为名副
其实的美丽乡村。

斗虎屯
源于“小牛斗老虎”传说

在聊城市茌平区肖家庄镇政府驻
地西 1000 米处，南临七里河，是朱启
虎村村民委员会的所在地。

虽然村名中有“虎”字，但朱启虎
村党支部书记朱学荣告诉记者，朱启
虎村的村名与老虎无关，之所以叫朱
启虎村，是因为一名叫朱启虎的人。

“听村里的老人讲，朱启虎是当地非常
有名的人物，德才兼备，深受村民的尊
重与爱戴。外界往往提起他的名字，
就知道这个村子，时间久了，就将村名
改为朱启虎村了。”朱学荣说。

据《朱氏族谱》记载：明洪武年间，
朱少卿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迁至博
平西北二十里居住，立村朱家庄。六
世祖朱启虎，字振坡，德高望重，在他
的带领下，朱家家业兴旺，宾客满门。
故村名改为朱启虎，沿用至今。

“俺村出人才，出侠义之士，还出
秀才，听老人讲，至少出过八九位秀才
呢！”朱学荣说。

如今的朱启虎村主产小麦、玉米、
蔬菜。村里有文化广场、幼儿园、图书
室、社区卫生室，还专门为韭菜种植户
建立了朱启虎韭薹交易市场，每年到
韭薹收获的时节，全国各地的收购商
会到这里收购韭薹。

朱启虎村
由人名演变而来

武松打虎景阳冈，威名远
扬传八方。武松打虎的故事让
阳谷和老虎有了很深的渊源。

除了景阳冈武松打虎的故
事，阳谷还有个村名带有“虎”
字，就是阳谷县城南的一个叫
龙虎寨的村子。

这个村庄为什么叫龙虎寨
呢？和老虎有没有关系？

据龙虎寨所属的阳谷县博
济桥街道工作人员介绍，龙虎
寨这个村名源于一所寺院，和
老虎并无关系。

相传在宋朝末年，该村有
一座很大的寺院，占地30余亩
（1 亩约合 666.7 平方米），有僧
人百余名。寺院内，左侧立有
石龙，右侧立有石虎，故院名为
龙虎寺。在明朝时期，有迁民
在寺院附近筑宅安家，为了防
盗护家，迁民垒木为墙，并称之
为“寨子”。后来，龙虎寺毁于
兵燹。村民改寺为寨，并易村
名为龙虎寨。

现在的龙虎寨村，一条条
平坦的水泥路贯穿村子，文化
小广场上经常聚集着锻炼身体
的村民。龙虎寨村靠近阳谷城
区，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明
显。近年来，村“两委”积极引
导，加快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
投资环境，不仅增加了村集体
收入，也实现了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

与此同时，该村还利用村
庄道路旁、空闲宅基地、村头荒
地等边角地块种植经济作物，
不仅使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得
到极大改善，还极大地增加了
群众的收益。

龙虎寨
和老虎并无关系

聊城“虎地名”哪个最霸气？

本报记者 吕晓磊

辛丑牛年结束，壬寅
虎年到来，在聊城，不少
地名中被冠以“虎”字。
这些地名有何来历？这
些地名的背后又有哪些
故事？1月28日—30日，
本报记者先后对一些名
字带有“虎”字的地方进
行了探访。

在聊城，不仅有斗虎屯，还有个
斗虎巷。

斗虎巷位于东昌府区古楼街道
办事处驻地东南约5000米处。关于
斗虎巷名字的来历，也有不同说法。

2021年10月出版的《聊城市地
名志》记载：斗虎巷，清朝乾隆年间，
位于古运河畔，南接龙湾，北有山陕
会馆、大码头、小码头；是商贾汇集
之地，商铺林立，车水马龙，素有“金
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之美
称；对岸是山陕会馆，商人们在这里
玩耍、玩虎、驯虎、斗虎，故称“斗虎
巷”，属于聊城古街巷。

记者了解到，关于斗虎巷名字
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斗虎”
实为豆腐的谐音。1989 年，民政部
门调查村史、村志时访问村民，根据
老人述说及资料考证，把谐音“豆腐
巷”更名为“斗虎巷”。之后，民政部
门发了村碑，立于村南头，2003 年，
斗虎巷拆迁，村碑被拉走。

“有没有斗虎，咱不知道，倒是
听说这里以前有斗鸡的风俗。”在斗
虎巷便民市场，水果摊主李先生
说。早年间，李家三世祖李炳炎喜
好斗鸡，并出资兴建了斗鸡台。从
正月初五到元宵节，斗鸡台天天有
斗鸡的，台上两鸡相搏，台下人群摩
肩接踵，可谓城乡一大盛会。

小村陋巷繁华过往，“斗虎巷”
的确切来历，已无从考证。

随着城市发展，如今，斗虎巷村
拆除了平房，村民搬进了楼房，斗虎
巷村变身为斗虎巷居民小区。

1 月 30 日，记者在斗虎巷便民
市场看到，前来采买的市民络绎不
绝，街巷的时光丰厚着这座城市的
底色，也转化成城市更新的无数种
可能。

斗虎巷
“斗虎”为豆腐的谐音

新春走基层·春节我在岗

值班室的生日蛋糕格外甜

24小时坚守青兰高速鲁冀界冠县公安检查站

万家团圆时
他们守护着山东“西大门”

新春走基层·大街小巷年味浓

龙腾虎跃过大年

新春走基层·我的幸福年

除夕夜，他和同事在埃及吃饺子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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