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鲁山县瓦屋镇向北，沿着蜿蜒
的乡村公路前行，初来者必会被路
旁山体的迥异颜色吸引：峭壁断崖
皆为红褐色，路旁的碎石亦呈红褐
之相。

路尽处便是红石崖村。村子
虽不大，但古树、古井以及清代传
统民居颇具特色。去年6月，这个
深山中的村子被列入第五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单。

6月1日，记者驱车数十公里，
沿着盘旋的山路，探访了这个古
朴、幽静的村落。

青山红壁奇峰多

红石崖村委会大院后面，一棵
柿子树生得旺盛，树下支着一块红
石板，周围是十几个大小不一的石
墩儿。

时值中午，有村民坐在石墩儿
上边吃饭边谈笑。58岁的红石崖
村党支部书记李建林说，几乎鲁山
每一个农村，都有这样一个“饭场
儿”。

丢下饭碗，李建林来到一旁的
打麦场内，拿起地上的桑叉，将自
家摊晒在场内的麦子翻了一遍。
这一场麦满打满算打不了 100公
斤，山里进不来机器，从播种到收
割全靠人力。李建林说，地是老百
姓的根，粮食还是自己种的好吃，
村民对自家土地向来精耕细作，一
代一代坚持着。

红石崖村位于鲁山县瓦屋镇
北部，北临汝州市，西接背孜乡，整
体成环形布局，地势北高南低，面
积4.5平方公里，7个村民组930口
人，李姓人家最多，剩余有张、耿、
郭、霍等姓氏。

“我们这里原来叫红石寺，因
为很早的时候村内有寺、有塔、有
庵，后来，红石寺被人叫成了红石
崖。”李建林说，他们村内景点多，
比如东边那座山，像一只卧着的母
鸡，鸡冠部位尤为传神，因此取名
鸡冠山。更神奇的是，从古至今，
村内山上很少有蝎子、蜈蚣出现。

瓦岗寨是红石崖村的又一景
观，海拔近千米，陡峭无比，但有
一处可轻松登顶。山顶是一开阔
地，面积约500平方米，是兵荒马
乱之时村民的避难所。瓦岗寨山
顶还有一个造型奇特的“石人”。

“石人”高约3米，面朝西南，宛如
观音下凡，旁边几处石柱仿若“仙
童”“仙女”。

“瓦岗寨山下有一山洞，据说
直通山后汝州境内的蟒川。”67岁
的红石崖村村民李丰义说，他小时
候在瓦岗寨山下放牛时，试着钻过
两次，洞很深，里面黑乎乎的，特别
凉，他大约走了20米后便不敢再
向前。不过那时候听别人说，如果
在洞内放一只鸭，这只鸭能从蟒川
境内的蝙蝠洞走出。不过随着时
间推移，洞口已基本被泥石流封
堵，当年不少村民曾亲身探幽的山
洞，如今几成传说。

除了瓦岗寨和鸡冠山，红石崖
村内还有五垛山、九峰山、虎头山、
一只蜡和猪头山等。

“据说九峰山是老天爷九女儿
下凡所化。”李建林说，猪头山位于
红石崖村东北角，山不大，形如猪
头。距此不足千米处，小山“一只
蜡”平地凸起，形似蜡烛，令人惊
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峭壁断崖路尽处 红墙黛瓦藏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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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拄着拐棍在门前张望

院墙上的仙人掌

游人在村内古树下玩耍

李举人故居

红石崖村多红石，村民建屋就
地取材，这也造就了红石崖村石垄
院基皆为红色的独特景观。

由于山高林深，民居多数依山
而建，房屋虽不大，但十分严谨，基
本都是红石筑墙，青瓦做顶，房顶
起脊，看上去威风凛凛，且家家门
前有台阶，院内有屏风，临路人家
还在院墙上种了仙人掌，以防贼人
越墙。眼下正是仙人掌开花的时
候，朵朵黄花随风摇曳。

“红石崖村内的建筑多为石墙
青瓦，屋顶两端以兽头装饰，蛛丝
雕梁，既是对传统风水风俗的传
承，也是我国明清时期传统建筑的
代表。”河南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马昶红说。

不过，受城镇化影响，红石崖
村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瓦屋镇
政府驻红石崖村责任组组长董春
武说，因嫌村上交通不便，近年来
不少年轻人选择到镇上或者县城
买房居住，加上易地搬迁，村子人
口减少，显得愈加冷清。

红石崖村东庄村民组70岁的

李九长家门前一棵柿子树下，支着
一个磨盘。没事时，李九长带着小
狗到树下静坐；困时，把身边席子
往磨盘上一铺，就地解乏。

李九长说，其实他完全可以随
儿女们下山生活，但在这里住惯
了，故土难离。

承载着红石崖村沧桑记忆的，
还有村民李狮子家东一眼20多米
深的老井，木质摇把的辘轳年岁久
远，清冽的井水究竟滋养过多少村
民，没人说得清楚。

“这井里的水好喝，特别是夏
季，井水直冒凉气。”73岁的李狮子
说，虽然家中通了自来水，但他们
总觉得没有井水好吃，一直到今
天，他们仍然从井里取水吃。

红石崖村植被丰富，柿子树尤
多，秋天柿子成熟时，放眼望去，
红彤彤一片。而最有名的古树，
当属“一只蜡”上的一棵树龄为
500 年的柴 橿 树和一棵树龄为
600年的栓皮栎。2019年 8月，这
两棵古树被鲁山县林业部门同时
挂牌保护。

林深房老古树幽

红石崖村有两处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一处是清代李氏祖茔，另
一处是隋代祖始庙遗址。

据传，明朝末期，李氏、郭氏家
族先祖在此建房居住，开荒扩土，
发展农织，繁衍生息，经过 400多
年的岁月洗礼，形成了红石崖村现
在的面貌。

在村民口中，村子唯一一个举
人李自举是他们的骄傲。

“俺们这一门儿人能有今天，
多亏了李举人。”李建林说，前辈人
讲，他家祖上家境贫寒，无力娶妻，
曾在李举人家干活。李举人花钱
帮其娶了媳妇并赠贺礼，得此相
助，他们这支李姓延续至今。为了
报恩，李氏这支族人年年上坟祭拜
李举人，一直持续至今。

因年代久远，李举人生卒年代
已不可考。其故居在村西北约两

公里处，石墙瓦房，依山而建。因
年久失修，房屋顶部的五脊六兽已
荡然无存，房上瓦片也有所脱落，
特别是东西厢房损坏严重。

与村上其他房屋相比，李举人
家的房屋显得特别精致，比如房屋
门窗全部由青砖镶嵌，房梁和椽子
粗壮整齐，就连椽子上方承接泥瓦
用的荆笆，都编制得密密麻麻。

“从房屋外观看，这家主人以
前生活比较殷实。”李建林说，李举
人给他们村竖立了榜样，红石崖村
喜欢读书的人很多，截至目前，他
们村还有在校博士生2个、本科生
9个、大专生12个。

“簸箕岭，红石崖，四十五里虎
狼爬，路险山高少人家。”这是旧时
童谣里的红石崖。如今，红石崖村
修了路，亮了灯，建了农家院，曾经
人烟稀少的地方正逐渐热闹起来。

人杰地灵故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