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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灵芝 见习记者 陈凯璐

洞内明显有人生活过的痕迹发现二

到了山顶没见洞，这泉岩洞在哪

呢？关永武指着岩石说，洞就在我们的

脚底下。原来这块岩石向外突，站在岩

石上根本看不到洞，这也是他们第一次

上山后没能找到洞的原因。

岩石到洞里还真难。岩石下面便

是峭壁，要到洞里必须踩着岩石凹凸不

平之处慢慢往下爬。此时，陆周斌手里

拎着的布条起到了作用。只见他们熟

练地在岩石不远处找了棵大树，布条的

一端牢牢绑在树干上，另一端则绑在腰

间，而后慢慢向下爬。一个人爬到洞

后，另一个人将布条拉上来，重新绑在

腰间向下爬。

站在岩石上往下看，我们感觉心

惊肉跳。几分钟后，我们如法炮制来

到洞口。第一眼，我们觉得泉岩洞是

个“洞群”，洞口一个连着一个。走到

洞内，我们才发现这里其实藏着一个

大洞。那些洞口就像装修过的一道道

“门”。洞里是全通的，面积约 700 平

方米，洞内最高处约 2 米，低处只有半

米左右。

洞内的岩石缝隙间有鸟窝。洞口

有块平整的大石块，有一处向下凹，很

圆，四周也非常光滑。关永武说，这其

实是个大石臼。我们细细寻找后发现，

洞口一侧有石块搭建的灶台，洞壁有明

显被烟熏黑的痕迹。搬开一些因灶台

废弃不用后留下来的石块，可看见烧柴

火留下的炭灰。

“上次我们来时很匆忙，没细看周

围情况。依今天看到的情况，这个洞

肯定有人曾在此生活过。”面对着这些

新 发 现 ，关 永 武 和 他 的 朋 友 都 很 激

动。

洞顶的手迹

洞口小里面大

石臼

记者正在攀岩前往泉岩洞

泉岩山上泉岩洞 泉岩洞里有蹊跷
洞里一段文字据查或与明代福建邓茂七起义有关

不知名的“多肉”植物

“我们村后的山上有个泉
岩洞。据老一辈说，抗日战争
时期，有人曾逃到洞里生活。”
近日，家住芝英镇岘口村的关
永武致电本报，想请大伙去看
看这个洞。

1 日，艳阳高照，我们来到
岘口村。关永武和他的朋友
吕汉江、陆周斌早已在等我
们。他们穿着长袖外套，手里
提着一只装着长布条的大袋
子，肩上还背着一个大水壶。

快到山脚时，关永武等人
突然停下脚步，表情严肃地
说：“去爬泉岩，一个来回四个
小时，其中有段路像攀岩。你
们要是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
及。”

我们很认真地说：“只要
你们行，我们就一定行。”

听说抗战时有村民在泉岩洞躲避发现一

刚到山脚，我们就看到一个面积约

30 亩的水库。一群人正静悄悄地坐在

树底纳凉垂钓。

今年33岁的吕汉江介绍，村民将这

个水库叫上坑水库，水库承载着村民们

的快乐，所以村集体没有将这个水库承

包出去，也不作饮用水源。

“我们的友谊也是从这个水库开始

的。因为我们都喜欢游泳和爬山，常常

结伴而行。今年 7 月，我俩结伴来水库

游泳时，无意间遇到另一位村民周岩

飞。他和我们说村里有个泉岩洞。抗

日战争时期，曾有人为了躲避日本鬼子

的烧杀淫掳而到洞内暂避。”吕永武说，

回家路上，他和吕汉江就决定去探一探

泉岩洞。他们还向村里一些 80 岁左右

的老人打听抗战时期到泉岩洞暂避的

情况，得到的答案都是：有人在泉岩洞

暂避，但具体是谁就不知道了。

沿着水库旁的山路，我们开始了探

洞的行程。关永武在前面带路，一路东

张西望，寻寻觅觅。原来，他们第一次

结伴探洞时并没有找到洞，第二次打电

话给曾去过泉岩洞的村民周岩飞，在他

的指点下才找到了。为了方便下次探

洞，他们返程时特意在路边做了记号。

从岘口村至泉岩洞，大约走了 2 小

时的山路，我们来到山顶一块颇为平整

的大岩石上。一阵山风吹来，可听见对

面山上传来的阵阵松涛声，两座山之间

是一条“鸿沟”，“沟底”建有凉亭，翠绿

的竹子成片。吕汉江说，他们脚下踩着

的这座山就叫泉岩，而对面就是石鼓寮

景区。

收回远眺的目光，我们发现，岩石上

长着数不清的像宝石花的“多肉”植物。

陆周斌开玩笑似地说：“价格不菲的‘多

肉’植物，在此就像满地的野草一般。也

许，泉岩会因为这些‘多肉’而出名。”

洞顶文字记载明朝正统年间的一段历史发现三

“快来看，洞顶的岩石上有字。”我

们无意间抬头发现头顶离地约 1.7 米的

一块岩石上写着几行黑色文字。文字

需要从上往下竖着读，从文理来看应该

是从左往右读。因为年代久远，岩石风

化，写在岩石上的个别字受岩石表面影

响脱落，整段文字仍比较完整：

戊辰年七月，福建邓茂七作（乱）延

至己巳年上元，各处强人生发杀人烧屋

强捉女人并（抢）家财，于本年三月初三

日，贼烧县吾约五十六家，共计男女六

百余口，在此躲避至四月，六军到府暂

得回（家）。己巳芝英应仕华记耳。

根据这些文字，记者上网查阅了一

些资料，得知这段文字的大意。这段文

字内容记载的是 1448 年，明朝正统十

三年戊辰年（龙年），发生在福建的邓茂

七起义。它是明朝建立后爆发的规模

最大的农民起义。当时，应该有 600 多

村民在此洞内暂避。

“这会不会有人恶搞？古文应该是

从右至左读的，可记载的文字明显从左

往右读，这样才通顺。福建省的邓茂七

起义，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是否也能影

响永康？”有人对这段文字的真实性提

出疑问。

可是，有人又觉得这段文字是真

实的，如果不是避难者自己所写，谁也

不会爬到山洞去写历史，而且写的东

西都能与历史上记载的邓茂七起义一

致，写着文字的岩石风化也说明了年

代久远。

根据相关记载，当时在闽浙赣边

界的叶宗留领导的矿徒起义军与福

建 邓 茂 七 起 义 军 取 得 联 系 ，彼 此 呼

应。叶宗留起义军将都御史张楷的

讨伐官军堵截于浙江，邓茂七起义军

乘机连破福建 20 余县，控制八闽，三

省震动。明政府惊惶万分，于次年正

月以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率京营

及江浙诸路大军共四万七千人前往

镇压。

洞 内 记 载 的 这 段 文 字 到 底 是 真

是假，请读者们谈谈看法，或者提供

有价值的线索。在此，我们也提醒广

大读者，攀爬泉岩洞有危险性，最好

做好安全措施并结伴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