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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山观景、涉水听歌、钻洞察古，观潭识

龙、进庙悟道、入户赏艺……在魏沟，胜景与

人文共生。

村北后山的黑龙潭，因水深不见其底，

潭水远观呈深褐色，加之黑龙飞天的传说，

故名黑龙潭，为汝州境内一大胜景。站在

潭边，看碧水荡漾，观怪石林立，赏山林倒

影，听黑龙升天的故事，那真是神仙过的日

子哟！

据传故事发生在民国某年二月初二，那

天之前黑龙潭一直叫老潭。春节时有个白

发老大爷到各家各户串门，“哎！该老了，以

后再也不能和你们做邻居了，我真舍不得乡

亲们啊！”“家住哪里？我们怎么不认识您

呀！”他说：“不认识我，我认识大伙儿，咱们

成天打交道。”众人疑惑不解。到二月初二

那天早上，只听天空突响一声炸雷，从老潭

飞出一条黑龙，缓缓往天上升。天空阴沉沉

的，好像要下大雨似的，当黑龙升到与下焦

寨一般高时，又响了一声炸雷，这时从鸡冠

山、三官山和磨盘山飞来三朵云把龙体裹了

起来，第三次雷响，乌云遮天，黑龙越升越

高，后来看不见了。从此以后，老潭就改叫

“黑龙潭”。

黑龙潭水日夜喷涌，双龙河畔孝名远

扬。“千里去烧香，不如在家敬爹娘”的故事

就发生在魏沟村的马庄。

传说很久以前，马家人丁兴旺，财源广

进。马九皋出生时，天空出现了一片红云，

村人说这是祥兆，孩子以后必成大器。可是

后来，马九皋既没当官，也没中举，只在郏县

城开了一家饭馆，值得一提的是，南顶山（现

在的武当山）每年正月初一的第一炷香都是

马九皋烧的。有一年，广州的一位香客不

服，说今年一定要抢头炷香。他从农历十一

月二十开始，走啊走啊，到大年二十九晚到

达南顶山山顶。年三十歇息了一天，晚上掌

灯时分就到大殿去烧香。道长说：“香客，早

着哩，歇会儿再来吧。”就这样，去了一次又

一次，直到后半夜，这位香客累倒在床上睡

着了。翌日天亮，他跑到大雄宝殿问道长：

“今年谁烧的第一炷香？”道长说：“还是马九

皋，人已经走了。”香客又说：“马九皋是哪里

人士？”道长说：“他烧完三炷香就匆忙离开，

我没问他是哪里人。”香客又问：“每年都是

他烧前三炷香吗？”道长回答说：“是。”闻此，

香客烧罢第四炷香后，悻悻然离开了南顶

山。接下来的三年依然如此，他始终没有完

成烧第一炷香的心愿，也始终没能见到烧第

一炷香的马九皋。香客决心要找到马九皋，

看看马九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于是，

他边走边打听，经过几年的不停奔走，终于

在郏县城找到了马九皋。问及此事，马九皋

说：“南顶山在哪里，我并不知道。至于烧不

烧第一炷香，我更是一无所知。”香客又问：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和专长？”马九皋说：“我

自从记事起至今，一日三餐，都是把做好的

第一碗饭盛给我娘，第二碗饭孝敬我爹，天

天如此，雷打不动。”香客向马九皋深施一礼

说：“啊！原来你是一个孝子，你的孝行感动

了神圣。我终于明白了‘千里去烧香，不如

在家敬爹娘’的理儿！”

天下孝子出马庄，魏沟银洞响八方。据

传唐代的鄂国公敬德曾在魏沟开发矿石，他

把开采出来的矿石用牲畜驮到禹州的磨街，

用石碾碾碎后分离出银、铜、铅、锌等金属。

故此，人们把他挖过矿石的石洞叫“银洞”。

向导说银洞深而阔，躲匪患时方圆三里五村

的人、牛、粮都藏在洞里，上世纪 70 年代，大

峪公社曾在银洞内召开社、村、队三级干部

会议，可惜后来银洞被淤积了……

离开银洞，我们爬山登上了马鞍桥寨遗

址。但见马鞍桥寨残缺的寨墙上，炮弹、枪

痕遗迹随处可见。阵阵凉风中，我们仿佛又

听到了当年轰鸣的枪炮声。1947 年农历四

月，国民党出动两个正规团攻打魏沟，魏沟

民团司令李合成带领魏沟人，凭借着马鞍桥

寨的天险，齐心合力，奋勇抗敌。国民党部

队持续攻打 8 个月，共出动两千余人马，在

东岭、南岭、长岭架了 4 门山炮、30 多门迫击

炮，动用机关枪、冲锋枪无数挺，一直打到农

历腊月，弹尽粮绝，山寨失守……

坚 韧 不 屈 魏 沟 人 ，当 代 愚 公 创 奇 迹 。

魏沟地处深山，千百年来，通往山外世界的

只 有 那 条 无 数 先 民 用 双 脚 踩 出 的 羊 肠 小

道 ，很 多 村 民 一 辈 子 也 没 有 出 过 远 门 。

1993 年初春，村两委带领山民修路。村组

干部带头拿出一年的工资 1 万多元，购买硝

酸铵、柴油等原料，自行动手炒制炸药。全

村 780 口人齐上阵，吃红薯喝凉水，历时三

年，在悬崖绝壁上开凿出一条长 7 里、宽 6 米

的盘山路，当代愚公的壮举感动无数人。全

乡百姓自发捐款 10 余万元，焦村乡党委、政

府决定，从乡统筹中每人提两斤玉米支持修

路。又经过三年的奋斗，道路拓宽，还修成

了水泥路。

徜徉在古村古落，万般爱恋涌上心田：

山水魏沟，古树部落，石砌世界，人文荟萃，

神韵萦怀，人间仙境，何羡瑶台！

对一座城市的印记，往往来自那里的一组美

景、一段经历或一道舌尖上的记忆。特别是富有

特色的地方小吃，一经味蕾，便像恋人间的相思，

让人牵肠挂肚。

就说这不大的鲁山县城吧，有名头的特色美

食扳指一数，还真不少。鲁山水席、揽锅菜、羊杂

可、胡辣汤、浆面条，哪一个都让你余香绕舌。就

连乡下，特色美食也是过一村又一店，如赵村炖甜

鸡、瓦屋熟食肉、下汤铁记三炖、四棵树炖排骨

等。这其中能与金字招牌揽锅菜并驾齐驱的，羊

杂可当算一个。

揽锅菜属中晚餐，而羊杂可则多属于早餐，两

者风味有别，时段不同，和谐共生，秋色平分。羊

杂可的主要原料是羊杂碎，包括羊脸、羊肝、羊肠、

羊肺、羊肚等，店家事先将生鲜羊杂拾掇干净，煮

熟放凉，削片切丝，然后置冰箱冷藏，待次日天亮

早餐上市，这些加工好的熟羊杂便倾盆入锅，添入

高汤后旺火连烧，待到香浪翻腾，雾气氤氲，汤白

汁浓时，各种羊杂碎便烩成一味了。

事先在大小瓷碗里铺上香菜末、葱花，加入食

盐，以及花椒、茴香、草果、桂皮等佐料制成的祖传

五料面儿，一排溜儿桌上备着。来客报饭，掌勺的

一手拿碗，勺底儿在滚头上打个旋儿，掠去浮沫，

一勺子下去，碗里便丝丝缕缕一派丰收景象了。

勺子再朝旁边小铁盆里刮点儿鲜羊油烹制的红油

辣椒，碗中立时红晕浸染，花花绿绿，一道风味羊

杂可便香飘鲁山城了。

若觉着不过瘾，胡椒粉、油辣椒、香醋、食盐就

在调料盒里，根据口味轻重，自主调配。羊杂入口

筋道，鲜而不膻，香而不腻，质醇味美，与火烧、油

条、馒头都是绝配。10 元一小碗，15 元一大碗，成

本及营养在那儿放着，比胡辣汤、八宝粥、浆面条

自然要贵些，羊杂一次舀够，高汤随便续。食客们

多“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汤喝得差不多了，碗凑过

去，掌勺的必笑脸相迎，添料续汤，把“要饭的”好

生打发。我有次喝羊杂可，续汤三次，正觉着不好

意思，店主接过碗笑说：“你还没见过喝一碗羊杂

可续八次汤的，让我瞬间开了眼，这魄力和魅力也

是无敌了！”

羊肉中含有较高脂肪和蛋白质，具有驱寒、舒

身、补虚等功效。特别是数九寒天，一碗羊杂可下

肚，通体酣畅淋漓，暖心暖胃。喝过酒的人体验更

深，一碗羊杂可一喝，酒便醒了大半。饮食不分男

女，以为羊杂可是男人专享的，绝对是大男子主义

者，不信去门店瞅瞅吧，看有几个美女喝起羊杂可

来能守住矜持。跟吃了大蒜一样，喝过羊杂可老

远就能闻见标志性气味儿，只见帅哥微信一扫，纸

巾往嘴上一抹，临了不忘再咂巴咂巴，充满回味和

满足，哪还在乎牙上是否戴着“绿帽儿”。

关于羊杂可，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清

朝乾隆皇帝微服南巡，行至鲁山西关，时至正午，

饥肠辘辘。这时，不远处飘来一阵诱人香气，直刺

味蕾，遂遣一太监前去打探，少顷，太监回报：“前

有一小店，无它，唯有羊杂。”乾隆闻之曰：“羊杂？

亦可！亦可！”店老板奉上羊杂汤数碗，配以烧

饼。众人品之，顿觉此汤不腥不膻，口感醇厚，回

味悠长，与众不同。乾隆帝龙颜大悦，止不住赞

道：“满汉全席三百味，民食羊杂可第一！”从此，鲁

山羊杂可名声大振，流传至今。

置身鲁山城，羊杂可门店遍布街头，但要吃得

正宗最好还是去西关找——鲁山西关乃穆斯林聚

居区，羊杂可做得地道也是自然。

城区内羊杂可老店多分布在西穆路两侧，琴

台街、东关转盘、下洼口及城门口，也有几家做得

不赖。西穆路上有一家被授予“河南老字号”的清

真羊杂可老店，是鲁山羊杂可的代表性门店之一，

冲着这名头，外地人来鲁，网上一搜一打听，车一

准儿就开到了店前。前几天早上我也去凑了热

闹，虽然已是上午 9 时，但店里的食客依然一拨一

拨，这人起身，来人赶紧坐定。

锅面上香雾缭绕，一见翻滚的汤锅里食材及

汤水减少，大舀勺便朝挨边的不锈钢大桶里探去，

熟羊杂、高汤，被循环着续入。店主买宝太是这家

羊杂可老店的第四代传人，手中的家什——一把

大铁勺、大舀子，驾驭得十分娴熟，轮番助阵，上下

翻飞，像是画家手中的画笔，盛在客人面前的羊杂

可便是宝太师傅的倾心力作。

宝太师傅做的羊杂可，特点是熟羊杂与高汤

不分离，叫烩羊杂可。除此之外，鲁山市面上还有

两种不同的主流羊杂可做法，一种是熟羊杂切丝

后放案板上备用，食用时抓羊杂一把放入碗中，然

后冲入高汤，叫冲汤羊杂可；另外一种是将切好的

熟羊杂回锅添油爆炒，续汤勾芡，叫炝锅羊杂可。

几种羊杂可做法不同，风味各异，相得益彰，恰好

满足了现代人挑剔的味蕾。我总算明白了，各路

名吃之所以有名，其实都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与时

俱进，用心发扬工匠精神的结果。

鲁山人在外务工的多，羊杂可成了游子心头

一抹挥不去的乡愁，脑瓜灵活的宝太师傅顺应市

场需求，上了一套设备，不开市的时候一家人就在

店内制作真空包装的羊杂可，然后通过便捷的现

代物流发往北上广深等全国各地。天南地北的鲁

山人，足不出户便感受到了来自老家的浓浓乡

情。而喝过羊杂可的外地人，心中便对鲁山多了

一分念想。

毋庸置疑，美食和旅游是文化的一部分，置身

千年古县鲁山，除了观尧山风光、拜中原大佛、泡

下汤温泉外，一碗浓郁飘香的地方美食羊杂可，

你一定不能错过，而且要细细品尝，才能一解其

中风味。

羊杂可香飘鲁山城

●张仁义

山环水绕 神韵魏沟
●彭忠彦/文 阿贞/图

“九龙锁谷地，山环水绕村”，当这 10 个

概括魏沟村选址格局的文字蹦蹦跳跳钻进脑

核时，我的眼睛竟有些潮润——感动，为大自

然的造化，更为古人建村选址的智慧。

魏沟村位于汝州市东北部 30 公里，和郏

县、禹州接壤，北靠银洞岭，东依三官山，西望

高高楼，南临圆山寨，典型的豫西山地地形。

东晋初年，魏姓一家避乱自河北沧州辗转至

此，先在鸡冠山前蚕坡搭建草庵栖居，后迁至

双龙泉河岸筑窑安身，取名魏家沟，是如今村

落的雏形。由于村庄四面环山，背风朝阳，山

可狩猎，林可采果，河可捕鱼，田可稼穑，自给

自足，日子殷富，名声渐远，外姓投奔迁移者

增多，村落规模逐渐扩大。

受朋友之邀，第一次走进古风浸润的魏

沟。站在王坟岭上的一抹夕阳中，向北远眺：

位于嵩山余脉的古村落，四面环山，发源于黑

龙潭的双龙泉河，九曲盘环，绕村而过。巍

峨雄峻的马鞍岭等九座山脉，巨龙似的逶迤

连绵，盘绕在村落四周，并在村南的圆山寨

相衔接，紧紧锁住谷口。村居坐落在盆形谷

地之内，建筑分布在河湾两岸，朝阳临水，藏

风聚气。

九龙锁谷地，九曲盘环水。魏沟，好一块

风水宝地！

在城镇化进程一日千里的大环境下，越

来越多的传统村落丢失个性，而魏沟，还保存

着那些民居古建，那座古树部落，那分古色古

香，那种古风古韵，那腔古道情怀，特行独立，

风情万般，鲜活着质朴的面孔，固守着传统的

个性。

告诉您：在魏沟，我说我走进了一座古树

部落。国槐、橿树、皂荚树、黄楝树、栗树、柿

树、核桃树……一棵棵古树或河边路旁，或房

前门后，或崖壁沟壑，或山头寨尾，千百年来，

默默地站立着，站出了一道道年轮，站出了一

道道风景。市物价办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介绍

说，200 年以上树龄的古树有 300 多棵，其中

千年以上的古树 50多棵。

最吸人眼球的是蜘蛛山上的 3 棵古橿

树。山是风脉山，树是风脉树。蜘蛛山是一

座只有 200 米高的土石岗，南北长 40 米，东

西宽 20 米，上面站着 3 棵树龄 800 年的老橿

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从高空俯瞰，土石

岗形似蜘蛛，围绕村子四周的九座龙山，同

把其首朝向蜘蛛山，故有“九龙朝蛛（珠）”之

说。三位老树公被村民供奉着，一代又一代，

虔诚地。

双龙泉河东岸李凹斗家门前的那棵黄楝

树，树龄 1500 年，高 16 米，干高 5 米，树围 1.7

米，冠幅 16 米。我惊讶其旺盛的生命力。那

根，叫龙爪根，锋利无穷，穿石凿壁；那根毛，

也叫龙须根，虽瘦弱纤细，却能钻岩破石，丝

丝缕缕为大树吸收生命的养分。根与根毛，

主干与枝干，绿叶与枝丫，形成了一个和谐运

转的肌体。生长在村西孙黑子家门前的那棵

皂荚树，像一位超脱的老翁，在风雨中站立了

1400 年，目光柔静，不温不火。“病树前头万

木春”——站立在司世欣家门口的那棵家槐，

历经 1500 年的沧桑，尽管衰老的主干被主人

用木架支撑着，却依然摇曳着青翠和生气。

双龙泉河西岸凤凰山上，屹立的那棵老橿树，

800 个春秋轮回中，与凤凰同鸣共舞，把古树

的神秘推向了极致……

我在古树部落盘桓，思绪万端。树是有

灵性的，它上承天象，下通地气，中通人事。

古树是历史，它在见证一个村落的时空；古

树是神灵，它在庇佑一个村庄的安宁；古树

是正义之剑，它在监视着人们的言行，惩恶

扬 善 ，保 佑 忠 良 ；古 树 是 风 景 ，其状似人像

兽、似鸟如山、似云似伞，形形色色，千奇百

怪。蜘蛛山上的 3 棵古橿树，被村民用石头

护砌起来，枝丫发达，葱茏苍郁，远看就是一

道天然的盆景。

现代文明的飞速进程，筑就了千城一面

的风貌。随着那些见证历史沧桑、凝聚民族

智慧的传统古建筑的日渐消失，千村一面的

钢筋建筑格局也将形成。而你，藏在群山褶

皱中的魏沟，一窑一洞、一房一舍、一庙一

寺、一桥一涵、一石一砖、一椽一檩，还有那

些石雕、木刻等，小巧玲珑、质朴灵动，无不

体现传统建筑艺术的营造之精、文化之浓、

古韵之香，赓续着历史的脉络。

魏沟的古建筑主要分布在双龙泉河湾

周围。东北部的磨沟片区，以土窑、石窑居

多，窑洞上面建小窑洞，窑洞内部贯通，自成

体系。西北部的司庄片区，以瓦屋、石窑为

主，前宅为瓦屋建筑，后宅为石拱圈窑洞，房

与洞贯通，风格迥异，别具情趣。南部片区

多为土窑和石墙瓦屋混建。明代以前居民

多挖窑洞居住，明代以后，后人以窑洞为依

托，在窑洞之前建筑石墙草顶或瓦顶房屋，

形成洞前宅院、宅院藏洞的建筑格局。

我们在一处处老宅内外徘徊，古风古韵

悠然入怀。建于明代的司仁江老宅，坐西向

东，主房为三孔石窑，清一色的石券墙、石拱

门。石窑上面建天窑，也叫窑上窑。两边的

天窑可供晒粮、储粮，中间的天窑上设有三

个射击孔，以防匪患。墙壁和窑拱顶全部用

青石砌成，结实精美。三间厢房都是石墙瓦

屋结构，青石砌墙，灰色泥瓦，质朴淡雅。一

条石砌的甬道从主房通向大门口，出东北

门，迎面是一座石台，上立四棵古橿树，并建

有一座石砌的山神庙。这座典型的北方窑

洞四合院，以“石”为基调，粗犷而不失精细，

拙朴中蕴含着灵动。

一座座石砌的建筑，构成了一座石头的

世界。司世铁宅院坐西向东，是三孔大石

窑，窑与窑相通。1945 年 3 月，王树声司令

在组织发动禹西战役期间途经魏沟村，将指

挥所设在司家的石窑内，指挥了为时 6 天的

禹西战役，攻克盘踞在临汝、禹州之间的十

余处日伪军据点，解放人口 9 万余人。孙虎

振的宅院坐北向南，北屋为三间石墙瓦房，

木架青瓦，小花脊，西间隔开一道过墙，东西

各有两间木架青瓦房，出南门，门上方为清

康熙年间修筑的一座石砌炮楼，炮楼上设一

碉堡，碉堡四周设有瞭望哨、垛口、射击孔。

“不见炮楼竣工不闭眼”，村里的孙书记告诉

我其中的故事。当年，这座炮楼是在卧床不

起的老族长孙官倡导下修建的。他把自己

的“送老屋”（柏木棺材）卖掉捐款修炮楼。

在他的带动下，族人捐款、捐物、捐工兴建炮

楼。工程进行到一半时，老族长迷迷糊糊地

昏了过去。即将完工时，躺在草铺上的老族

长忽然睁开了眼，虽然不会说话，但眼睛不

肯闭上。族长知道老族长的心思，就让人抬

着他上了炮楼，此时鞭炮炸响，炮楼竣工。

老族长看了一眼，含笑闭上了眼睛……

密林深处有人家，洞中还有洞中天。李

金令家的宅院藏在一片柏树林中，坐东向

西 ，主 房 为 青 石 砌 成 的 三 孔 石 窑 ，窑 窑 串

通 。 中 间 窑 洞 内 有 三 孔 小 窑 洞 ，是 为 卧

室。窑洞内建有水仓和粮仓。院门口是两

间木架青瓦过厅，右方墙壁上镶嵌着石梯，

长方形石头一半嵌进墙壁，另一半凸露在

外，沿着石梯可走到窑洞顶上，那里是天然

的晒场。

石窑、石屋、石井、石庙、石道、石桥……

在魏沟，我们走进了一座石头部落。此刻，

我们站在济民桥上，历史的烟云中仿佛飘来

“一桥泯恩仇”的诉说。这座三孔石拱桥建

于清朝中期，横跨在双龙泉河上，桥高 6 米，

宽 10 米，长 50 米，是沟通南北的主要通道。

当年，孙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的先人因争地界

大打出手，导致互有伤残，从此结下仇怨。

清乾隆年间的一个夏季，山洪把小木桥冲

毁，也冲走了一个正在过桥的李氏家族的孩

子。李氏家族族长主动去找孙氏家族族长，

商议修桥之事，一拍即合。孙、李两个大家

族握手言和修桥，其他几个家族也纷纷响

应。七姓八家拧成一股绳，捐钱、捐粮、捐

物、捐工，齐心协力修通了“济民桥”。

1.古树部落

2.石砌世界

3.人文荟萃

魏沟的古树葱茏苍郁，远看就是一道天然盆景。 石头小院，粗犷而不失精细。

藏在群山褶皱中的魏沟

在魏沟，这些拙朴中蕴含着灵动的石头

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