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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地理

方方峪峪村村，，咱咱长长清清的的““石石头头村村””
石屋深巷别具特色，成为不少影视作品的外景地

在齐长城脚下，有一座群山环抱的明清古村落——— 长清区孝里镇方峪村。方峪村位于大峰山齐长城
西南的一个山峪内，该村建筑多由石头砌成，因此被人称为“石头村”。

村口古戏台，老辈最爱去
近日，记者一行驱车前往方峪

村。方峪村迄今已有500余年历史，
用石头建房舍是该村最大的特色，
因此人们称方峪村为“石头村”。刚
进入村子，记者就被村落的古朴气
质所吸引。该村的老屋全部依山而
建，错落有致、线条清晰、古朴典雅，
令人不禁感受到几百年前村民质朴
宁静的生活气息。踏着油亮的青石
板路，听着鸡鸣犬吠声，在明清风格
的石屋之间穿行，古老的风情让人

流连忘返。石头铺成的小路宁静悠
然，拐弯处却又别有洞天。

在方峪村村口，有一处古戏台。
戏台由青石砌成，高约1 . 5米，面积
约20平米。戏台的后台南北各有一
门，做演员进、出口用。戏台两侧墙
上嵌有方形壁龛，为宣传展示用地。
同行的村民介绍说，该戏台建成于
明清时期，曾是村子里最繁华热闹
的地方。“听老一辈人讲，在早些年
代，一到节庆时分，村民都会来这里

看戏，戏台子下面挤满了戏迷，喝彩
声、卖东西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一派
喜气洋洋的景象。”

在古戏台附近，立有一石碑，
石碑有两米多高，碑下有一赑屃，
据了解，赑屃又名龟趺、霸下，为龙
生九子之首，貌似龟而好负重，有
齿，其背亦负以重物，多为石碑、石
柱之底台或墙头装饰，属灵禽祥
兽。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该赑屃已
遭到破坏。

双生“兄弟院”，隐匿村子中
从村口望去，满眼是石墙故院、

石棚石屋，以及石板铺就的起伏不
平的街巷和字迹模糊的石碑。村子
内有不少布局独特的院落，两院大
门紧紧挨在一起，一左一右，造型
完全相同。同行村民介绍说，这种
院子叫“兄弟院”，分别住着一兄一
弟两户人家。

另外，据村民介绍，方峪村的
历史可追溯到宋代，村中的主要建

筑于明清时期建成，有近两百座石
头房。由于石头坚固，房子不怕水
火，因此容易保存，这么多年来，这
里的村民只需进行一些修缮就可
以了。据说，古村的格局和建筑保
存之好，连一些考古专家都没有想
到。

来到方峪村，不能不看方家大
院。方家大院就隐匿在镰刀巷深处。
镰刀巷得名于它的形状，就像一个

“7”字形，从头走到尾，就是一处大
的院落。从外面看，镰刀巷像一个死
胡同，走上十几米远，来到胡同尽
头，才发现左转又是一条上坡的石
板路，路的末端就是方家大院的大
门。站在这条小胡同里，完全是石
头的世界，除了头顶上的天空，脚
下的小路、四周的墙壁都是石头，
让人不得不想起“石头村”这个贴
切的称号。

文/片 本报记者 贾文圆 实习生 赵美

村内老水井，代代打水喝
在方峪村南头，有一口青石砌成

的老井。据村里老人讲，该井建造年代
久远，大概为清乾隆年间挖成。老井的
水面距井台有20多米，冲着下面喊话
能听得到回声。井口的四周是半米高
的井台，由多块巨大的青石砌成，井口

的正上方装着一架铁制的辘轳，四周
的石板上，被井绳磨出了深深的印记，
最深的绳道能容下一根手指。

井台边上立着一座功德碑，上
面记载着水井的来历，可惜石碑折
断，没了上半部分，而凿井的具体年

代恰好在上半部分。凭碑上所记载
姓名的辈分来计算，这口井应该是
乾隆年间挖成的。“老井里的水特别
清澈、甘甜，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都通
上了自来水，我们还是喜欢来老井
打水。”一村民说。

明星来取景，百姓有眼福
方峪村的“古典美”成了她的招

牌，使她成为齐鲁大地一处新的影
视基地。这里的石屋、深巷、风土民
情、古朴民风是荧幕上最深情的背
景。《老保》、《大寒小寒》、《法官老张

轶事》、《鬼子又来了》等红极一时的
影视作品就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

来方峪村拍电影、电视剧的大
明星有不少，对于村民来讲，在自己
的村子看见明星，也是一种骄傲。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电视上才出现
的明星，生活了大半辈子，咱也可以
跟明星大腕面对面，这可是在其他
地方的人很难得到的福利啊！”一位
村民笑呵呵地说。

在方峪村，这样的石头大门随处可见。

村内的老井。

悠长的石板路别具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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