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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灵芝 陈凯璐

一路走来，小山村有点冷清。安

静、淳朴是福建寮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印

象。这里还保持着独有的古朴，好像外

人的进入都是多余的。

回到村口时，我们遇到一位老人。

她告诉我们，村里还有一座祠堂，祠堂

里有很多老东西。随后，老人回屋给我

们取来了祠堂钥匙。我们跟着老人家

往前走，就在以为快没路的地方，突然

出现一块空地，边上是一幢白色的房

子，门上面写着“傅氏宗祠”四个字。老

人说，这其实也是石头屋，只不过前面

的墙倒了，重修时将前面的墙粉刷成了

白色。祠堂里面，还有热心人收集、整

理存放着很多老物件，有石辗、牛磨、水

车等等粮食加工器具和农具，犹如一个

小型的农家民俗博物馆。

让人惊奇的是，傅氏祠堂虽然为木

石结构，但既没有雕梁画栋，也没有浮

雕马腿，但宽敞明亮，一尘不染，连一个

蜘蛛网丝，一只苍蝇都见不到。更不用

提山里常见的蛤蟆、蚊虫了。据守祠堂

的这位老人说，祠堂地基朝向好，结构

合乎科学。这里冬暖夏凉，光照足又通

风，连蛀虫都不会生。

虽然福建寮的石头屋有些已经倒

塌，但毕竟还有很多老房子还在，远胜

过一些地方人工建成的仿古建筑。因

此，福建寮的石头屋还是值得一看，也

值得珍惜。

清嘉庆年间，福建老板在历山开山结寮

福建寮石屋冬暖夏凉没有苍蝇蚊子
多年前，我们曾

去过温州洞头，一路
上的石头屋令我印象
深刻。不久前，我们
偶然间得知我市也有
一个石头村，便想前
去 一 探 究 竟 。 石 头
村，光这个名字就很
吸引人，古典名著《红
楼梦》便是又名《石头
记》。古人说：“山无
石不美，园无石不秀，
家无石不安。”

石头村在我市城
南 ，离 城 区 约 30
里。不过，它深藏在
永城的“前花园”——
历山大山之中。这里
群 峰 连 绵 ，层 峦 叠
嶂。相传为虞舜躬耕
之地，山上至今还保
留舜田、舜井、舜潭、
马蹄印、石棋砰和舜
帝庙等遗迹，故名“历
山”。

近日，我们从新
店经荆州，往西一路
驱车向前，穿过珠坑
水库，绕着盘山公路
一路往上，前面离石
头村——福建寮就已
经不远了。

200多年前傅老板在历山结寮，就有了石头屋

车子沿着盘山公路行驶七八分钟

后，前面出现一个三岔路口。我们向路

人打听后得知，路的左边通往历山山顶，

右边下坡是福建寮的村口。古树掩映着

村口，两边是石头叠成的低矮护栏。沿

着村口一路往村里走去，首先看到的是

一座小桥，清澈的溪水穿桥而过。

路边刚好走过来一位拿着镰刀的

老人。她叫褚锦爱，今年73岁。她告诉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条溪叫珠坑，最终

会流入珠坑水库。她还说，这些石头屋

都是 200 多年前，傅姓老祖宗在这里造

的。不过，现在年轻人都到外面工作

了。村民共有90多人，但目前住在村里

的仅有八九位老人，有不少石头屋已经

空置了。

褚锦爱也有一幢石头屋，住着很舒

服，没有苍蝇蚊子。但上世纪 70 年代，

有一面围墙倒塌了，不能住人，便在石

头屋旁再造了一幢泥土房。

据传，福建寮石头屋的来历是，早

在清嘉庆年间，福建莆田傅老板在杭州

开了一家杉树行，生意非常红火。为了

建一个杉木基地，傅老板来到了永康。

几经周折后，傅老板终于在历山脚下看

中了这个地方。

之后，傅老板在羊棚坑涧诛茅结

寮，作为看山护林的栖身之所。以后，

傅老板就地取材，利用溪涧的鹅卵石建

起了住房。这些用卵石砌墙的小屋，不

仅省时成本低，而且冬暖夏凉，十分适

合地处深山的山民居住。傅老板的子

孙后代渐渐多了后，这里逐渐形成一个

小村庄。

200多年来，经过傅氏代代相传，福

建寮石头屋也就越建越多、越来越好。

现存最好的石头屋是一幢九间头两层

楼房。建筑风格如徽派民居，墙壁的卵

石大小均匀，墙面平整，严丝合缝，色彩

协调，分外养眼。

找不到掌握古法建石屋手艺的师傅

作别老人，我们开始游览这个古

村。石头屋大多聚集在村子里边，村子

外面已经造了几座新的砖头房子。

因为年久失修，有些石头屋倒塌

了。据说有的石头屋倒塌后，主人原本

想请建房师傅修葺石头屋，但请了好多

师傅都没有修好。我们不得不感叹古

代建筑师的独具匠心。

现在，还有很多石头屋完整地保存

了下来。有的石头屋窗户已经用土砖

或是水泥给砌死了，有的墙砖上长着青

苔，有的门框已经开始朽败。但即使是

破旧的房子，它的门窗和屋檐的设计都

有独特之处。看到破旧的房子，我们想

到这个村庄就像一位老人。老人脸上

的皱纹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它们可能不

再令人赏心悦目，但在老人的皱纹后

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寻和尊敬的

东西。

走进一幢已经无人居住的石头屋，

首先看到的是居中的堂屋，左右两侧各

有一间正房，前面是个天井，屋后便是

大山。一座座石头屋向我们诉说着山

民独有的生活故事。光是那个院子里

的天井，就让很多城里人都羡慕不已。

天井采光良好，可以让清新的空气进入

屋子，能让室内和室外自然贯通。你可

以站在天井边种花，也可以躺在天井里

看星星和月亮。村里人有种十分接地

气的说法：“有自己的天，有自己的地。”

石头造的傅氏祠堂里没有蜘蛛网
褚锦爱住的石头屋

祠堂里展出的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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