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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李家石屋村:

一座千年古村落 一片百年石头房

蒙山旅游区柏林镇李家石屋村是沂蒙山传统小山村
的典型代表，有“江北小九寨沟”之称。乡土民居依山傍
河，石屋、石桥、石碾、石磨等错落有致，处处体现出石的
元素以及古老、悠远的原始风貌。

早在宋、金时期，卜氏先民为躲避战乱在此立石为
屋，而得名立石屋，后传为李石屋，以石为屋的传统也传
承了下来。李家石屋村是最典型的沂蒙山古村落，位于蒙
山主峰景区东麓，群山环抱、环境优美、古典朴素，这里有
一条十里惊天河、一座千年古村落、一片百年石头房，仿
佛穿越古代，感受古人质朴的生活方式和悠久的历史文
化意蕴。这里有惊天河、立石屋、神龟拜月、镜鱼石、观音
柳、石瀑崖、龙门三潭等50多处景点，是乡村游的绝佳去
处：领略沂蒙人家的淳朴心灵，返璞归真、梦回童年。

李家石屋村的山峪里有几个水潭，清澈见底，山泉水
流经山峪里有美丽花纹的蒙山石，更是妙不可言。从李家
石屋向北可以到蒙山最深处的村庄——— 广崮尧，基本上
全是石头房子，一般都是年老的村民夏秋时节在此居住。
在广崮尧有山路可以分别通往龟蒙顶和经老虎洞到达天
蒙顶。

济南朱家峪村：

四面青峰隐隐 溪中碧水悠悠

朱家峪古村位于章丘东南5公里，典型的中国北方地
区山村型古村落，是山东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
是名符其实的“齐鲁第一村”。它位于南麻东南4 . 5公里
处，太平顶的北坡，马连山西麓，以朱姓为主，属山岭地
带。据《朱氏家谱》载：“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先祖讳民
坤，由沂州兰山县朱家屯迁至”，以姓氏地貌取名。

这里，祠庙、楼阁、古桥、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四面青
峰隐隐，溪中碧水悠悠；长白、胡山诸峰拱卫映带如画；悠
久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风景名胜资源吸引着大批中
外游客和学者。在他们眼里朱家峪就是一本很厚的“书”，
涉及政治、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园林、建筑、艺术、自
然、地理等科学。

据专家考证出土陶器，夏商时期有庐于此，距今
3800年以上。朱家峪自明代以来，虽经六百余年沧桑，
仍较完整地保存着原来的古桥、古道、古祠、古庙、古
宅、古校、古泉、古哨等建筑格局。朱家峪大小古建筑近
200处，大小石桥99座，井泉66处，自然景观100余处。

这里丰厚的民俗文化底蕴激起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回味和探索。游客可入村“归真、访古、探幽”，一饱眼
福，感悟人生。同时，朱家峪也是摄影、绘画爱好者理想的
创作之地，每年会吸引很多人来此写生摄影。

烟台里口山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里口山村位于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是姜格庄镇
最西南部的一个村庄。“里口山村”村名是个集合概念。它
由张家疃、龙王塂、冷夼、里夼、窑口等一系列小村落组
成，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这些村落都十分小，小的只
有几户人家，大的也只有几十户人家。建国后，政府为了
管理上的方便，将这一地区的若干小村落统一称为“里口
山村”。

里口山村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的山杏种植历史，
而今，里口山的山杏、杏花已经独树一帜，自成品牌，每年
前来摄影、采摘山杏的人们络绎不绝。游客不仅收获了采
摘山杏、观赏杏花的乐趣，也深深体会到里口山深厚的文
化底蕴，感受着现代气息与传统文化在这里的完美交融。
如今，姜格庄镇里口山村的杏树林，已经延绵十几里，每

年清明前后，白里透着粉红的杏花，开得满山遍谷，远远
看去一片香雪花海，被誉为“十里杏花谷”。

里口山村的村庄布局独具特色，沿山夼稀疏蜿蜒七、
八里，民居多为胶东地区典型的石头房，选材就地取材，
百年不倒，“小桥流水人家”的情景如诗如画。里口山村村
民择山依水而居，出门抬头可以望见青山如黛，低头可以
看见涓涓溪水。此时杏花已经开遍漫山遍野，在这里小
驻，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趣。

威海东楮岛村：

拴马石三角墙方形院
海草房渔家饭农家炕

东楮岛村，又名楮岛、禇岛和出岛。它位于石岛湾省
级旅游度假区的北侧，距石岛港20公里，有着优美的自然
环境、浓郁的地方民俗特色文化、众多的民间传说、丰富
的海产资源、凝重的饮食文化。村里海草房民居别具特
色，2007年6月9日，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评为“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

海草房是东楮岛村村民祖辈居住的特色民居。用大
块石头砌成粗犷的墙，石头随方就圆，墙面纹样规则中还
显灵活，寓朴于美。三角形大山墙，方形院落，房顶外覆一
层厚厚的海草。苫海草是盖海草房的关键步骤，海草要一
层压一层，一层海草加一层麦秸。屋顶大都用一排瓦或水
泥压脊，用于抵御大风。东楮岛村全村现存海草房650间，
是胶东地区海草房保留最完整的。

古老的村落内静悄悄的，走在斑驳的青石小巷，仿佛
行走在岁月的长廊里。一排排海草房沉默地矗立着，仿佛
饱经沧桑的老人，淡然地看着来来往往的日子和旅人。岁
月在这些海草房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抚摸着青
石墙的拴马石，让人不禁回想起那一段流逝的岁月。

此外，东楮岛村还有75公里长的海岸线，5公里长天
然优质沙滩，是天然的海水浴场。该村的海岸、沙滩、阳光
和岛屿完美组成海洋景观，游客可以在东楮住一天海草
房、吃一天渔家饭、睡一天农家炕、当一天渔家人，感受一
下海草房质朴古拙的渔家气息，体验一下生活在原生态
渔村的感觉。

济宁上九山村：

村庄历史悠久 石头堆砌古村乡韵

在孟子故里邹城市西南部，有一处古老的村庄———
上九村，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悠久的人文历史景观，
吸引着众多的探访者。它东临104国道，西临伏羲故土，南
邻微山岛，北接“邹城三孟”、“曲阜三孔”，它像一颗明珠
镶嵌在凫山山系西侧。

上九山村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拥有悠久的人文历
史景观，是鲁西南大地上一个比较古老的村庄。据传说上
九山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从建村至今约有1100年
的历史，古老神秘的“上九山村”演绎了好多传奇的故事。
唐朝末年，经过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战乱频发、民不聊
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上九村先民为躲避战乱，从西北
经中原，几经辗转，于北宋初年，来到此地。看到“南山”四
季常青，半山腰水流不断，由于年长日久，溪水经过的地
方，长满了绿色地毯似的青苔，泉旁长着不少的树木，其
中有一棵笔直参天的松树，苍劲挺拔，因而当时本村起名
为“古松村”。

走进村子里面，这座石头村子的石头气息更加浓
郁——— 石屋石院、石街石巷、石碾石磨、石头路、石头
墙、石头垒成的石头房子……一切都是石头做成的，让
人仿佛一下置身于石头营造的世界。村子里的人们最
自豪的就是石头资源:“感觉干什么都离不开石头。这东
西养人。”

临沂常山庄村：

昔日断壁残垣 今日影视基地

常山庄村，属于沂南县马牧池乡，沿沂南县城北外环
一直向西北方向大约25公里处。这里有古朴的村落、幽深
的石板巷、石板桥以及残破的老石屋、茅草屋，有着光荣
的革命传统、至今仍保持着战争年代历史风貌。电影

《沂蒙六姐妹》、电视剧《沂蒙》和电影《斗牛》都在这里
拍摄，它仍保留着乡村原始的静谧。

常山庄所在的马牧池乡是沂蒙红嫂的故乡，也是
当年沂蒙山区抗战的中心，如今依托这些红色资源和
当地保留完好的古民居，建起了“红嫂”家乡旅游区暨
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在这里一步一景，刚刚还是山涧流
水，接下来就是“山乡酒旗风”，再走两步又转到一个古村
深巷当中。山间乡村不时能听到远处鸡犬相闻，有些残墙
断垣也被保留下来，有些草棚塌陷了顶棚也保留着原样。

同时，这里仍保留着很多旧时建筑的风貌，古老神秘
又不失自己的特色。石头建的房子是当地建筑的一大特

色，如果是后期人工建设一个影视基地根本无法还原这
样的场景，这也是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吸引人的一个重要
方面。为了保留这个村子的原汁原味，老村的村民全部搬
迁到新房中，空出老房来专门用于景区开发，这些古民居
也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的特色，保留上世纪初沂蒙山区
老建筑的风貌。

偷偷得得浮浮生生几几日日闲闲
山山东东最最美美古古村村落落走走一一遍遍

在城市过着快节奏生活的人们，总是无数次梦想着寻一片古村落、安置一个古朴温暖的小院，远离嘈杂和喧嚣，过上““田
园般”的舒适简单生活。作家冯骥才将古村落比作一部厚重的书，遗憾的是，没等人们去认真翻阅，不少古村落已在城城镇化大
潮中消失不见。下面记者给大家整理了山东六处最美古村落，约上三五好友，趁着阳光正好、春意正暖，去踏访古村落落的烂漫
田野和古屋旧祠，倾听古老的庄园故事和千年风俗。

本报记者 刘胜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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