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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的一个上午，与郏县东坡碑林兴建者

之 一 黄 学 彬 先 生 拜 谒 海 南 儋（dān）州 东 坡 书

院。千年伟人苏东坡在全国有 18 个纪念地，处

处风云气象，各具特色。这次的儋州东坡书院之

行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进入东坡书院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载

酒亭。载酒亭分上下两层，上层四角飞檐，下层

八角相错，亭中 12 根朱红圆柱支撑起翠顶，造型

古朴，气势雄伟。亭内四周廊板上刻绘有反映苏

东坡当年出行、写作、授徒及春梦婆趣谈、惜别儋

州等情景图画，阅文赏画一下子把人带回悠悠千

年。

儋 州 人 爱 唱 山 歌 ，曾 经“ 夷 声 彻 夜 不 息 ”。

有一天，坡翁从东郊回城，但见有位年过古稀

手提竹篮给家人送饭的老妇，一边走一边吟唱

悠扬美妙的山歌。东坡闻听，知道此人是当地

民歌高手，便趋步上前施礼攀谈，交谈之余遂

吟 诗 侃 唱 ：“ 云 鬓 蓬 松 两 腕 粗 ，手 携 饭 榼 去 寻

夫。”农妇闻言，已知大名鼎鼎的苏学士是在有

意嘲嘻，便不客气地应道：“是非只为多开口，

记得朝廷贬你无？”农妇一语点中痛处，坡翁不

由黯然神伤，又甚感惊讶：一介农妇，对世间炎

凉 竟 有 不 俗 见 解 。 东 坡 马 上 搭 躬 施 礼 连 说 ：

“见笑！见笑！此乃吾师也！”这就是脍炙人口

的春梦婆趣谈。

载酒亭的后面就是长方形的载酒堂。这里

是东坡书院的主体建筑。据载酒堂碑文记：“绍

圣四年秋，东坡到达儋州，初就官舍。同年十一

月，昌化军使张中邀东坡同访逸士黎子云，时座

客欲醵钱于子云旧宅涧上建屋，东坡欣然同意，

并取《汉书·杨雄传》载酒问字典故，命为载酒

堂。”东坡书院当是在明朝嘉靖年间由载酒堂而

改称至今。苏轼在此传道授业，以文会友，传播

中原文化，使得“琼之有士始于儋”。其中能够用

苏轼、苏辙文字确考的唯有姜唐佐一人，并且与

我的家乡郏县尚有渊源。

记得郏县苏学爱好者乔建功先生曾为此写

有《探析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并序〉背后的

故事——姜唐佐凭吊苏坟第二人？》（以下简称

《乔文》）。故事源于苏轼与幼子苏过贬居海南期

间，琼州人士姜唐佐曾往儋州就教于东坡半年之

久。他们来往的书函，至今保存于《苏东坡全集·

与姜唐佐秀才六首》。姜唐佐学成离儋时，东坡

为其手书柳宗元《饮酒》《读书》二诗，题写跋文又

撰赠一联“沧海何曾断地脉 白袍端合破天荒”，

承诺来日高中及第再续写全诗。不料，一年后东

坡病逝于常州，次年六月葬于郏城（河南省郏

县）。翌年正月，姜唐佐进京赶考，在汝南（河南

省汝南县）寻到苏辙，叙说了前情。苏辙欣然，为

其续写了全诗，并写下长达二百余言的《补子瞻

赠姜唐佐秀才并序》，为兄长兑现了当年的诺

言。序文称赞姜唐佐“气和而言到，有中州人之

风”。然而，对姜唐佐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却只字

未提。

乔先生根据以上史实推断，姜唐佐此行只有

先到郏城上瑞里凭吊恩师东坡墓地，会见守墓的

苏过之后，才能去汝南找到苏辙为其续写全诗。

姜唐佐应是继杭州大诗僧参廖（苏轼葬郏两个月

后，参廖曾赴郏城凭吊苏坟）之后的凭吊苏坟第

二人。

2018 年 4 月在海口召开的全国第二十二届

苏轼学术研讨会上，《乔文》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

一致肯赞，认为文章主题新颖，论据充分，爬梳缕

析，鞭辟入里。姜唐佐前往郏城凭吊苏坟皆为情

理之事。今后应进一步深入发掘，搜寻姜唐佐凭

吊苏坟的实证，为丰富儋州和郏县的地域文化再

架一座友谊的桥梁。

东坡书院侧门后园怀贤亭假山旁有几株不

大显眼的小花，吸引不少游人围观。看那花，泛

淡紫色，不太大的花瓣内有 5 支花蕊，形似 5 只小

犬顶头蹲坐一团，头、身、尾俱全，形象逼真，逗人

喜欢。介绍名曰“狗仔花”，学名牛角瓜。花名并

不雅，花容并不奇，但因其外形独特，更与大文豪

苏东坡有缘，便被赋予了历史和文化价值而名声

远播。

相传有一天，苏东坡拜访与之政见相左的

王安石，王相爷上朝未归，坡公在书房歇息等

待时，见案桌上有王安石铺笺写出的诗句：“明

月当空叫，五犬卧花心。”不禁心想，明月何能

叫？花心怎卧犬？看来高人也有舛误，遂提笔

改为：“明月当空照，五犬卧花阴。”待王安石下

朝到家，苏轼已去，发现书案上的诗句被其误

改，王相爷暗笑年轻人见闻不广。东坡听说后

颇不为意。当坡公谪居儋州后，月明星稀的夜

间常听到一种鸟儿的美妙叫声，问土人，得知

此鸟名为“明月”，后来又看到当地有一种可以

解痛的花草，黎人称为“狗仔花”。坡公顿时幡

然，王安石不仅饱读诗书，而且见多识广，自感

羞惭不已。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大文豪

苏东坡尚有如此差误，我辈更当笃学慎行。

载酒堂两侧有东园和西园，西园花圃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东坡居士雕像。蓝天白云，松柏参

天，东坡先生头戴竹笠、脚穿芒屐，右手握书卷，

左手提素衫阔步走来，神态潇洒，豪迈从容，栩栩

如生。我久久伫立，凝神仰望——这是我见到的

最动人心魄的一尊东坡雕像。

以苏东坡为题材的雕像在全国各地可谓难

以计数，这些雕像或立或坐或仰望，展示了一代

豪杰不同时期的不同姿态、不同神韵。而儋州东

坡书院的这尊塑像则有着不可移植、不可替代的

艺术魅力，可谓最像苏东坡的雕像。“东坡笠屐铜

像碑”载：“苏东坡谪居儋州期间，和当地百姓来

往频繁，十分友善。据史记载，苏轼访儋州友生

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借笠屐差归，妇幼见

状，嬉笑相随。篱犬闻声，群吠不已。东坡自语

道：‘笑所怪也，吠所怪也。’”

仰望坡翁铜像，雄健伟岸散发着不屈坚贞的

豪迈与旷达，奕奕神采彰显出率真、豁达和超脱。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东

坡晚年心酸的自嘲，后人视为其绚烂人生的精彩

总结。苏轼一生入宦四十年，遭贬十二载，历经

三州谪居地。这是苏东坡人生的低谷时期，也是

其创登文学成就顶峰和亲民爱民的主要时期。

苏轼踏入宦途不久就深陷王安石变法的政

治漩涡中，因刚直敢言，不认同法度中的扰民行

为而被发配到黄州，一贬就是五年。在荒僻的黄

州，为了糊口，他带领全家在位于东坡的废弃营

盘上垦荒辟田，营造茅舍，饲牛养鸭，浑然一介老

农，自取雅号“东坡”，自此人们似乎反倒忘记了

苏轼的本名。其间，他不仅写下了震古烁今的

前、后《赤壁赋》及《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一系列

千古名篇，还为救治黄州的瘟疫，自费配置药剂

——圣散子，施舍于穷困的病人；为改变当地的

溺婴恶习，还带头捐款，动员各界捐助成立“育儿

会”，组织开展社会救婴活动。

短暂的“元祐更化”时期过后，朝廷再次掀起

党祸纷争。苏东坡又被贬至岭南惠州。在惠州

的三年间，他垦荒营田、合药酿酒之余，帮助民众

就溪水筑塘，利用水利作碓（duì）磨；向农民介

绍、推广黄州人插秧坐用的秧马，并作“秧马歌”

流传至今。惠州郊野枯骨遍地，他带头募捐营造

义冢；惠州东江上竹桥屡修屡坏，经他倡改为船

桥，随水涨落，行人极便，名曰“东新桥”。修桥捐

助时，他囊中羞涩，就把朝服用的犀带捐了出来，

甚至动员贬在筠州的弟弟苏辙、弟媳史夫人把从

前内宫所赐的金钱数千也捐了出来。其间他写

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至今仍

广为传颂。

灾难还在继续，党祸纷争再次升级。绍圣

四年（1097），苏东坡以六十二岁高龄携幼子苏

过踏万顷波涛来到蛮荒闭塞、十去九不还的海

南儋州，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所、出无友、

冬无碳、夏无寒泉”的悲惨生活。然而，他没有

因此落寞悲怆，反而赋诗吟唱“他年谁作舆地

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

奇绝冠平生”。他身处逆境，屡遭贬谪，仍不忘

百姓疾苦，济扶苍生；他敷扬文教，自编经说，

传授生徒，破迷信，改陋习，救医药，挖水井……

三年间，使这片“生理半人禽”的荒蛮之地“听

书 声 琅 琅 ，弦 歌 四 起 ”。 后 哲 宗 驾 崩 ，徽 宗 即

位，大赦天下，苏轼才得以回归。离儋前，百姓

闻讯纷纷到桄榔庵看望坡翁父子，挑酒馔、端

粽子，含泪话别，依依不舍。苏轼百感交集赋

诗 曰 ：“ 我 本 儋 耳 民 ，寄 生 西 蜀 州 。 忽 然 跨 海

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生之自然，处之泰然，谪儋如家，随遇而安。生

死梦一如平常，生命的圆熟练达让贬谪成就伟

大，苦难煌铸人生。

终坡翁一生，素以文学泰斗久负盛名，其实

他更是亲民爱民的清官、好官。为坚持“民为邦

本”的宗旨，他吃尽苦头，连遭贬谪命运坎坷。尽

管历史曾有负于苏东坡，但苏东坡并没有负于历

史。面对不公平待遇，他没有抑郁沉沦，也没有

自暴自弃，而是忠贞不渝，笑傲人生，“也无风雨

也无晴”，所到之处竭尽全力为黎民百姓办实事、

办好事，与民同悲同欢同好恶，且走一路写一路，

挥毫泼墨，激情创作，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

千古名篇。这正是苏东坡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是

其超越其他古人的闪烁亮点，使得历代无数文人

志士为之倾倒。

儋州人对东坡的纪念敬仰不仅在史籍里、在

故事里，也在这尊雕像里。仰望雕像，到此的官

员当终生不忘自律自责，莘莘学人时时不忘自谦

自矜，亦可使熙熙游人自尊自爱，摒弃自我陶醉，

勿忘自强不息！

儋州东坡书院的仰望

汝州市龙山森林公园北邻的箕山深处，有一

道南北走向的山间河道青龙河。河水由四周山

梁间诸多汇水沟汇集而成。在河道的几个转弯

处，自然林木守护着 4 个石头村落，石窑、石屋、石

院、石寨、石堰、石渠、石板路与突兀峻拔的峰峦、

绵延跌宕的山梁、怪石嶙峋的沟壑相融，环居十

里，桃树、杏林、山藤草花争艳，楸树、木兰、皂角

古树荟萃，独立的水系哺育出了泉、溪、瀑、塘、

潭、河等元素。虽有几处抢眼的红砖房，却也不

影响大自然与人居的和谐。

这四个自然村从南到北依次为南坡、青山

后、白庙、黑龙潭，组成一个叫青山后的行政村。

全村户籍人口不足 400 人，分为 7 个村民组，是大

峪镇人口最少的行政村。村域南北长东西窄，总

面积约 8 平方公里。2010 年以来，随着龙山风景

区的开发和通往南部的公路修通，来这里游玩的

人不断增多，村民们认识到家园的价值，2014 年

成立了古村落保护委员会，制定了保护公约，对

古建、古井、古树名木及民间工艺进行了普查和

登记保护。

2016 年，青山后入选河南省第二批传统村落

名录；2018 年底入选全国第五批传统村落名录。

天造水成桃源地

八千万年前，地球上一次叫燕山的造山运

动，使汝州地域形成两山夹一川的格局，青山后

南北狭长的地貌也是在这次造山运动中形成的。

村南部有三座海拔 800 多米的山峰，成品字

状耸立。青龙河其中的两个源头来自三峰北延

的汇水坡。青龙河向北行数里，遇一段东西向的

山梁。河水在这里汇集成潭，然后冲毁薄弱处继

续北行；又数里，在木兰沟一带遇数道更高、更宽

的东西山梁，河水受阻，整个河道成南北狭长的

湖泊。湖面因长年积水升高，从山梁的薄弱处向

北溢出，在数道山梁上硬是冲出刀劈般的断崖，

当地村民称这里为“一线天”。

河水经石涧北行，入大峪西部的赵楼河中，

然后西行汇入洗耳河；从北部绿树相交、不见天

日的石涧向南进入青龙河后，忽然开朗，水岸山

花烂漫，林间莺歌燕舞，让人不觉想到陶渊明笔

下的世外桃源。

传说宋朝末年，汝州兵马司姓麻的守将因

反对太监李彦在汝州设局括田，遭到陷害，遂带

着弟弟和部分士兵逃到汝州东北的承休古城造

反，受到无田可种的散民支持，拥立他们为大小

二王。麻王兄弟相地修堡垒，从南向北形成了

前哨麻王寨、传递消息的擂鼓台和接鼓台、操练

士兵的练武场、东西麻王二城等完整的防御体

系。麻王的坐大引起朝廷的重视，派大军前来

剿灭。一位新婚不久的小将，自知麻王难敌朝

廷大军，为了保全妻子，就寻找脱身之地，一次

狩 猎 时 偶 然 发 现 了 这 块 宝 地 。 一 天 晚 上 趁 自

己 在 北 门 值 守 ，带 着 妻 子 逃 离 了 麻 城 ，来 到 青

龙河湾处的一个山洞里藏身。不久，麻城被攻

破，官军将麻城一把火烧毁。小将站在山顶南

望 麻 城 几 天 不 息 的 烟 火 ，庆 幸 自 家 逃 过 一 劫 。

从此在这里生男育女，成为“桃花源”最早的村

民。为了感谢上天留给自己的这块保命地，改

姓为刘——刘，留也。

这块风水宝地让刘家平安度过了金、元近两

百年的安静时光。社会安定之后，人们从南部两

峰之间开出天梯般的通道，可以向南与汝州平原

沟通，百姓进进出出，渐渐形成了青山后、南坡、

白庙、黑龙潭四个自然村落。

清同治年间，捻军在汝州一带活动，青龙河

的村民为了自保，在周围的山峰上修筑了三个石

寨，有效地保护了财产和安全。

1944 年八路军在大峪镇建立了抗日县政府，

青龙河的三个石寨成为抗击日伪的堡垒，青龙河

成为大峪解放区的前线，青龙河人出钱出物出

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

千年古村换新颜

新中国成立后，青龙河沿岸四村归大峪镇刘

何村行政村管辖，1991 年从刘何村分出成为独立

的行政村，村部驻青山后，于是取名青山后。

青山后村人少地多，山林、山药等自然资源

丰富，流水处处可见，不费多少力气便可实现粮

食自给还有节余，山果、山药是来钱门路，山藤、

竹子可编织生产、生活用具出售贴补家用，取之

不尽的大青石可建造坚固的石窑和石屋……虽

属山区，百姓却过着食住无忧的生活。上世纪 70

年代，在上级的支持下，修建了两座水库和一个

引水渡槽，筑起了几十道坚固的护田石堰，可耕

良田大增。这些水利工程至今还发挥着作用，成

为山区亮丽的风景。

青山后人重视文化教育，支持孩子出外求

学，从山沟里走出了诸多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青山后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从山沟的窑洞石屋里搬出，在河两

岸的开阔地建起了楼房，用上了自来水。但他们

不忘过去的艰辛，完好地保留了祖屋、祖窑，早已

不用的石磨房、三个山寨，除自然毁坏外，没动过

一石一砖，筑寨时的记事嵌石仍安放在寨垣上，

留下了浓浓的乡愁。

2000 年，我国启动了拉动内需的小长假，汝

州电视台记者从南坡天梯造访了石楼峰的迎旭

寨，山寨的雄姿通过荧屏展现在大家眼前，随之

大峪的山寨群不断见诸报端；2004 年，开通了由

山南米庙镇于窑村通往青山后的南路，青山后的

车马终于可以向南进入市区，路程不到北路的五

分之一；2007 年，户外组团游从郑州传到汝州，汝

州的驴友发现了青山后的古村落；2015 年，修通

了风穴山景区至石楼山的旅游专线；2016 年扶贫

工作队进驻，规划了连接石楼山与青山后的新路。

青山后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国家级古村落逐

渐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留志藏史记乡愁

大青山，又名青龙山，海拔 837 米，因南坡山

脚下的断崖处有一岩洞，相传曾为青白二蛇居

住 ，又 叫 青 蛇 山 。 中 国 四 大 传 说 之 一 的《白 蛇

传》源自汝州一说就出自这里。上年纪的人大

都能说出青蛇与白蛇的故事。从南面远看，大

青山像一尊坐着的笑佛，佛头、佛手惟妙惟肖，

山南人遂称其笑佛山。2013 年前后有许昌云游

人士看中这块宝地，出资在山顶建寺，因修路破

坏植被被村民叫停。青山后村因位于大青山后

而得名。

石楼山，隔涧与大青山相望，海拔 870 米，在

东西绵延的诸多峰中最高。因山顶面积不大，东

西南为几近断崖般的峭壁，地层清晰可见，可称

地质博物山。因远看像一座高楼而得名。石楼

山自古为汝州名山，明《正德汝州志》载：石楼山，

在 州 东 北 30 里 ，山 多 大 石 ，若 楼 台 之 状 。 1861

年，为防御捻军，方圆数里的村民集资在山顶修

筑了迎旭寨，并在寨内修建了 72 孔石窑和 36 间

石屋，还在岩地上凿有两个 5 米多深的大水窖存

水和收集雨水。据说山寨最多可容纳 1000 人避

难，捻军曾围困山寨一个多月，想把寨民困降，结

果寨里的人照样生活。1944 年冬，日军侵犯大峪

根据地，村民躲在寨内。日军一个排围攻此寨，

却在八路军和民兵的乱枪中死伤累累。由于迎

旭寨选址特别，四周无架炮的地方，日军的小钢

炮派不上用场，只好抬到对面的大青山，可惜太

远，只有一炮射入寨内，伤了一头驴。迎旭寨寨

门寨垣保存完好，寨内还有四十多间完整的石

窑，2017 年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海江孤堆，青龙河的东部，为南北走向的大

山梁，面积很大，远看像一个大土堆，最高处海拔

864 米，因山顶发现有海洋和大江里的动物化石，

故名。由于山高无路，笔者至今未能攀行探访。

见子岭，在青龙河北部西岸，海拔约 600 米。

传说明代一知州从开封骑马到汝州上任，被美景

吸引流连忘返，天晚迷路正愁，遇一眉清目秀的

放羊少年，带他走出困境后忽然不见。而这个少

年酷似知州夭折多年的儿子。知州在州衙安置

好后，带人在这一带寻找终没找到，就把这个岭

叫见子岭。岭上有一寨，落成于清同治元年十

月，寨名与岭同。寨内宽绰，占地约 16000 平方

米，现存寨垣和 10多孔石窑。

双石垛峰，在青龙河北部东岸，海拔约 500

米，因两峰相连且状如草垛故名。两峰均有山

寨，约建于清同治年间。东垛寨毁，现存寨在西

垛上，仍叫双石垛寨。寨内面积不大，约 2500 平

方米，只有一个向东南开的大门。现为大峪高岭

村所辖。

南坡村，在石楼山北坡的一个山坳里，一条

主街，宅院多为后窑前院结构，古色古香。几处

零散的宅院，依山就势别具一格。整个小村处在

大片的山林之中，虽有路道与主道相通，但很少

有人会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村庄，站在石楼山顶也

看不到这个村的建筑。

青山后村，最大的自然村，有 4 个村民组，村

部驻地。居南部三峰汇水沟的交汇处，状如“丫”

字形的小盆地，村民就沿盆边的土崖挖窑洞居

住，由于土质问题，窑内多用青石拱圈，非常坚

固，多处为窑上窑、窑连窑、窑上房的壮观建筑。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家庭的宽裕，又在窑前圈起了

院墙，增加了厢房，成为前院后窑式院落。村周

青石多，村里石匠也多，窑门和大门多为完整的

青石，结实又美观，成为村居的一大特色。这些

古老的建筑，见证了先民的勤劳智慧和家底殷

实，让人看后肃然起敬。

黑龙潭村，黑龙潭是青龙河遇阻旋聚而成的

深潭，面积约 3000 平方米，潭水清澈见底。先民

环潭而居，村依潭名。上世纪 70年代，在这里修建

了水库，村民搬往高处居住，可惜水库被 2000 年

特大洪水冲毁。

驴友诗云：古村桃源地，上下越千年。十梁

掖 九 壑 ，六 峰 构 五 星 。 青 泉 石 缝 生 ，汇 溪 涌 河

行。青河十八湾，林茂百草繁。四村河湾栖，三

寨竦峙庇。春催桃杏艳，夏招槐桐楸。秋燃栌栎

枫，冬翠竹柏松。

景幽蕴深 意趣天成
——全国第五批传统村落大峪青山后村素描

●
萧
根
胜

●
尚
自
昌

儋州东坡书院内的东坡居士雕像。先生头戴

竹笠、脚穿芒屐，右手握书卷，左手提素衫，阔步走

来，豪迈从容。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