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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里石头村留谜题

二二奇奇楼楼村村，，全全是是石石头头造造

作为人类文明历史见证，古村落极富文化内涵和文化魅力，目前正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保
护。沐浴着泰山的灵气，泰山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存留下不少带有传统风貌的古村落，见证
者泰山文化的传承与脉络。本报开辟“发现古村落”栏目，带您走进泰安的传统村落，一起关注泰安
古村落的发展和保护。如果您知道有这样的古村落，请致电本报热线：6982110。

开栏的话

在泰安市岱岳
区道朗镇西南的群
山环抱中，有一个
依山而建的古老石
头村落——— 二奇楼
村。石屋石院、石街
石 巷 、石 碾 石
磨……村里目之所
及都是石头所做，
不仅有石屋、石巷，
还有石盆、石槽等
石具，可谓“比比皆
石”。村里古迹二层
石楼、八卦兵营等
也给人留下难解之
谜。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新

自岱岳区道朗镇一路
向西南，绕过几道山梁，古
老神秘的二奇楼村逐渐展
现在记者眼前。

二奇楼村起于明清时
期，整个村子由石头垒成，
因为地处偏远山区，人丁稀
少，石头村被完整保存下来
了。在二奇楼村目之所及，
手脚所触都离不开石头。小
巷由石头铺就，墙由石头砌
成，房子也是石头盖的。

村口有一处开阔地，远
远望去，村里石头房屋层层
叠叠、错落有致，单一的灰
白色调，加之绿树掩映，形
成一幅美丽的画卷。进入村

子，各种石头密密匝匝、斑
斑驳驳，让人有一种穿越到
古代的感觉。方形或者碟形
的石头垒起来中间抹上腻
子就成了墙。巨型石条铺成
的小路纵横交错，东西为
街，南北为巷，街宽约3至4

米，巷宽约2至3米。这些石
板路经过百年的踩踏，表面
已经被打磨光滑，雨水冲刷
过后甚至能看出光泽。

村里老人告诉记者，村
里建筑用的石头是大多是
石灰岩，全部取自本村或周
围山上。二奇楼村北，西西
南都有小山，其行政区划内
共有28个小山头。

村子中间有石磨、石
碾，村民家中还有石水流
子、石缸、石槽，石猪圈、石
鸡圈，门口有栓牛马的石
耳。在村民家中，记者还见
到了石头做的洗衣盆、用于
析出地瓜淀粉的石板等奇
特的石具。

“这个石头做的洗衣盆
不方便搬动，原来的石匠给
盆底留下一个小洞，装水的
时候将洞堵住，放水时打开
小洞，很人性化。”二奇楼村
村支部书记肖思栓介绍。

石水流子是二奇楼村

建筑的一大特色。肖思栓介
绍，农村寻常能见的水流子
都是用来向外面排水，但在
二奇楼村所有的水流子都
引向院内。屋檐上一个个精
美的石水流子在末端拐弯
90度，两两相对，下雨时主
房、厢房或者南屋房顶积聚
的雨水都由水流子流向天
井，形成了所谓的“肥水不
流外人田”的格局。此种建
筑风格以晋商和徽商为主，
在山东比较少见，可能与二
奇楼缺水有关。

二奇楼村以肖姓为
主，说起家族的历史，肖思
栓带记者来到村中一断开
的碑刻前，据介绍，这是清
咸丰八年的肖氏族谱碑，
上书“盖谓万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始祖彦自洪武，迁
居泰邑西南乡萧家店，已
数百年矣。传至十世敬祖，

又迁居肥邑石屋庄建茔，
村西建立谱碑，阅十二世
明 祖 ，迁 居 泰 安 邑 二 奇
楼……”说明肖家从明初
迁居泰邑西南萧家店，大
约在清朝初期十二世定居
二奇楼。

目前，二奇楼整个行
政村共有90户人家，长期

住在古村的不少过百人，
其中多数是老人和孩子，
老人平均年龄在 6 0岁以
上。“年轻人都在外地打
工，村里老人都很健康，不
少老人七八十岁还在地里
劳动。”肖思栓说。

二奇楼村得名于自村
中央一座全部用石头砌成
的二层石头小楼。记者看到
二层小楼有两人多高，据介
绍小楼的构成全部采用石
头干插垒成，没有借助石头
以外的任何建筑材料，也没
有其他粘合剂，楼顶是采用
石板递进出拱式，能防雨不
漏。

更为奇特的是在这座
二层小楼的顶部竖立着一
个石笋型的石头，村民认为
这是一个图腾，即古人顶礼
膜拜的石质男性阳具“祖”
图腾。“传说青年男女不能
进入小楼，否则就会不孕。”

二奇楼村80岁村民肖思俊
回忆，很早之前村民会在节
日期间在小楼周围祭拜。

除了二层小楼，距离二
奇楼村不远的山鞍处有一
片石房遗迹，村民称之为八
卦兵营。房屋全部由石头建
成，兵营布局包括内八阵
图。如今虽断壁残垣，但依
稀可见当年模样。

泰山学者李继生曾到
村里考察，他认为小楼可能
是冷兵器时代的防御建筑，

“目前并没有明确证据能够
证实它的年代，小楼及周边
一些古迹对于世人还存在
不少谜题。”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
境，二奇楼村一直处于缺
水状态。“建国后一直在找
有水的地方打井没有找
到，前年干旱期间，四川支
援者给村里打了一眼200多
米的井，但只有雨天有水，
种地也只能靠天吃饭。”因
为缺水，二奇楼村家家户
户都有水窖，雨水充沛时
将水保存起来，干旱时再
拿出来使用。肖思栓介绍，
村民将水视为珍宝，洗衣

做饭能省就省，洗过手的
水还要拿来浇水。除了缺
水，二奇楼的村民购物、就
医、孩子上学都不很方便，
最近的小学在十里地以外
的鱼池村。

这些都是年轻人不愿
意住在村里的原因，但正
因为人丁稀少，多年没有
大拆大建，二奇楼村原始
风貌得以完好保留下来。

最近三年来，二奇楼
村被在此发掘，陆续被评

为传统村落、最美乡村等。
“自从二奇楼出了名，村里
的青年很多想回来盖房
子，这回影响村子原本的
风貌。”肖思栓说，上级交
代 他“ 一 定 要 守 住 这 个
村”，保护村里的传统风
貌，可是光他一个人感觉
有点儿力不从心。“现在不
少人慕名来村里参观游
览，希望旅游能够村里带
来新希望，让村子恢复生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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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村依山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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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很特别

神奇图腾生殖崇拜

古迹下留千古谜题

村里肖姓延续200年 明代就在此安家

希望发展旅游 让更多人知道

“村标”二奇楼。

石水流子是二奇楼村建筑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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