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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地理

小小庵庵村村里里有有座座

““关关帝帝小小庙庙””
原是观音庙，已有150年历史

长清区五峰山北侧有一个村子名为“小庵”，但如今村中赖以得名的小尼姑庵早
已经不再，只有一座关帝庙，而这关帝庙之前曾经是观音庙，建于1864年，即同治三
年。如今小庵村名不副实，但村中小庙却依然保佑村民生活宁静。

本报记者 陈伟 实习生 李文慧

关帝庙仅十余平米

传说许愿很灵验

走进小庵村，并未发现有小尼姑庵，但
是却有一座关帝庙。走进庙门，便是一进的
院落，从大门到殿门仅有2米多远，整个院子
也就是十余平米。

庙门起脊，左右两侧的院墙对称，高近3
米，青砖黑瓦，用白灰砌成，异常坚固。红色
的院门让人不忍打扰院内的清静。大门两侧
的立墙破旧不堪，发黄的墙面上透出点点白
斑，和院墙极不协调。

村民老王今年70多岁了，他告诉记者，
村里的关帝庙曾多次被修葺过，原来早已败
落不堪，但是经过几次修葺，从外观看，好像
建成年代不远，但是它已经存在了数百年。

传说在民国时期，村里有一个穷书生，
看上了邻村一位地主家的千金小姐，但是由
于两人身份、地位悬殊，虽然彼此互生情愫，
但却遭到地主的强烈反对，甚至以断绝父女
关系要挟小姐与穷书生一刀两断。

病急乱投医。无奈之下，书生来到关帝
庙上香祈福，希望能够和地主家小姐再续前
缘。结果没几天，地主忽然生了一场大病，大
夫建议地主要让小姐出嫁冲喜。由于时间紧
迫，地主来不及给小姐选配人家，只好让穷
书生和女儿成亲。两人结婚后，地主的身体

一天比一天硬朗，从此地主对这门亲事也从
心里接受了。

老王介绍，尽管是传说，不知道是真是
假，但是村里人只要遇到烦心事，一时作不
了决定，便来庙里和关老爷说说。说来也怪，
说出来之后，心里就痛快了，像是一块石头
落了地，因此关帝庙颇受村民欢迎。

原是座观音庙

已建成约150年

在关帝庙山门内的西墙上，有一块古
碑，是个实实在在的古物。古碑上记载的是

《小庵庄观音庙重修山门围墙平房碑记》，立
碑时间是清同治三年，也就是1864年。如此
看来，这座庙的主人原来是观音菩萨，但是
后来关老爷如何移居在此呢？

老王告诉记者，具体原因他也不是很清
楚，村里老人曾经说过，庙宇建成后，经过了百
余年的风雨吹淋，已经破败不堪，除了石碑保
存外，已经再也看不出当时建成时的样子。

“后来有人想重新修缮庙宇，便多方筹
措资金。出钱最多的一户人家非常佩服关老
爷，一心要在村子里建一座关帝庙，但始终
没有选好位置。”老王说，这户人家便借着重
修观音庙的时机，把观音庙变成了关帝庙，
为村子里增加了一位守护神。

对于这种说法，村里老人们不予置否。
村民们对于关帝庙的前生今世已无太大兴
趣，如今有关老爷在村里守着，村民们过日
子更加踏实。

一位村民向记者介绍，无论庙宇里供奉
的是哪位神仙，只要能够保佑村子里平平安
安就行。如今都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村民
们除了赚钱养家外，便是祈求一家健康平
安，除此之外，别无他念。

村民集资填沟建桥

180年古桥仍发挥余热

在关帝庙后还有一方古碑，但是此碑与关
帝庙无关，而是一方修桥碑，是道光十年（1830
年）的《创建普济桥碑》。在村子里，有一座桥，
名为普济桥。该桥只有一个桥洞，全都是用石
头砌成，并未使用任何白灰，桥身上还新增加
了石头护栏，桥下并没流水，但是还算干净，只
零星散落着一些生活垃圾。

据村民介绍，村子的关帝庙门前原是一
个深沟，从附近山上一直延伸过来，沟深难
行，村民出门办事十分不方便，有时需要绕行
很远才能去到对面。当时的村首为了解决绕行
之苦，便发动村民进行捐钱捐物，最终经过全
村总动员，捐钱八十千才修建了这座古桥。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座古桥结构简单，
甚至有些落后，但是在当时来说，极大地方
便了小庵村的村民出行。即便在今天，这座
建成180余年的古桥，仍然在发挥余热。

小庵村的关帝庙虽然不大，但是挺精致。

关帝庙山门内的古碑。

建成180余年的普济桥（资料片）。
道光十年的《创建普济桥碑》经过180年

的风吹雨淋，已经字迹难辨。

关帝庙里的石碑。


	E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