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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形阁子门是村庄地标

石墙老宅院完好犹存

与其他小村子不同，黑龙峪
村在山坡上错落有序地分布。一
条公路穿村而过，将黑龙峪一分
为二，路东山坡上为老村，路西是
新村。记者驱车经过港沟镇政府，
然后经过一条岔向朱凤山景区的
路口后，一直向南走，黑龙峪村就
隐藏在青山绿树中。

在公路旁边，沿着青石板路
向上走，一座拱形的石门映入眼
帘。石门修建在村中古道之上，高
4米左右，中间是拱形的门洞，供
人车通行。这就是“阁子门”，是黑
龙峪村的标志性建筑。它是原来
村子圩子墙上的一处城门，相当
于村落的大门，主要用以抵御山
匪和盗贼。

雨中的黑龙峪村空气清新，
四处弥漫着青草香。雨水顺着青
石板缓缓而流，石头被冲刷得干
干净净。走进小村，四处是古老的
石墙，几处石头砌成的老房子与
整个村子的古韵风相互映衬。炊
烟袅袅，鸡鸣狗吠，淳朴自然的民
俗风没有任何修饰。

继续沿青石板路向东走，有
一座保存完好的高大门楼，古朴
中透着气派，这是黑龙峪保存最
完整的老宅院，院落由石头直接
堆砌而成，木门木窗，古色古香。
据村民介绍，村子里约有1/3的房

屋用石头砌成，随着时代变迁，许
多年轻村民陆续搬出村子到城里
居住，越来越多的石墙老宅被废
弃。

与其他的小村子不同，黑龙
峪村没有太多的商店和超市。一
家“利民商店”的旧址也成了“古
物”。村长说，每一家都有人在市
区打工，每天都会从城里买来生

活用品，平时买菜可以去邻村的
大集。“村民都不愿意破坏这种原
汁原味的古村”。

四百年老槐树枝繁叶茂

观音寺敲大钟祈福平安

除阁子门外，让村民们引以
为豪的还有村中的两棵老槐树，树
干要四个人才能勉强抱过来。村支
书王立福说，这两棵老树从建村的
时候就有了，据此估算的话，古槐
已有400年以上的历史了。

据明崇祯《历城县志》记载，
黑龙峪村形成于明代末年，因位
于黑龙寨山峪内而得名。这样算
来，老槐树也算是镇村之宝了。

如今，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
树干粗壮，要用木棍支着才不致
耷拉到地。几百年来历经几十代
人的生生死死，唯有这两棵老槐
树忠实地佑护着这一方水土。

在阁子门往北不远处有一座
独门小院，被当地村民唤作观音
堂。如今，这座观音堂已整修成一
处观音寺。与普通的观音寺庙不
同，这座观音寺里的韦陀观音是
坐南朝北，属于典型的“倒坐观音
庙”，观音旁边还有四大天王护
法。村民们说，这是为了让观音目
视村外，把守着北大门，保佑百姓
平安。

据殿前的黑龙峪观音堂重修
碑记载，观音堂始建年代为明万
历四十一年，距今已有四五百年

历史。村民说，每当年初一，附近
十里八乡的村民都前来祈福求平
安，“寺庙里有一口国泰民安大
钟，谁在年初第一个敲响大钟，一
整年都有好福运。”

寺院中还有一棵高大的银杏
树，位于观音殿东墙外，树干直径
约有60厘米，高十余米，年岁应该
很久了。据寺里一王姓师父讲，目
前这里香火很旺，附近十里八乡
的村民都前来祈福，希望能求得
平安。

尽管这个观音庙历史久远，
但规模并不大。在寺院的后院还
有一处正在建设中的工地，据村民
介绍，在建的这个寺庙后院是由一
位叫宏康的法师化缘修建的，“化
缘一点，修建一点。”据了解，宏康
法师原是黑龙峪村的一名村民，因
为长年有病，便向观音发愿，病好
后剃度出家，化缘修寺。

600米黑龙寨可观泰山

会仙泉涓涓细流成“神水”

黑龙峪村的人很喜欢一个地
方叫做“高山大顶”，这就是村子
东南方海拔600多米的黑龙寨，黑
龙寨盘桓交错、巨石高耸、壁立千
仞，像一条青龙横卧于崇山峻岭
中。站在山顶可以清晰地看到泰
山、黄河。

据说当年有人占山为王，在
此建起黑龙寨，由于山寨易守难
攻，被选择为屯兵的安营地，也成

为躲避战乱的地方。如今，山寨上
还有7个大石臼，村民说，这是当年
固守黑龙寨时用来粜粮食用的。

古老的黑龙寨还有一个传
说。据村民介绍，黑龙寨原先叫黑
牛寨，天上的神仙赶着10头黑牛
出来放牧，夕阳西下，神仙赶着黑
牛回圈，数来数去发现少1头。第
二天又赶过来放牧，数数又变成
了10头黑牛。原来有一头黑牛变
成了黑牛寨留在了凡间，不愿回
天庭。

在黑牛寨的半山腰有一处山
泉水，传说当年是神仙放牧时喝
水的地方，如今被村民称为“会仙
泉”，由于泉水长年不枯，涓涓细
流流入乱石堆砌的椭圆形泉池
内，村民称其为神水，据说常饮此
水可防病。

站在山寨之巅极目远眺，南
山景色尽收眼底。层峦叠嶂之间，
山岩巍峨雄健，别有洞天。再加上
山寨脚下从黑龙峪村落里升起的
几许袅袅炊烟，五百年沧桑仿佛
一瞬间。

黑龙峪村村支书王立福对村
子有个长远的打算：黑龙峪目前
有4000多亩荒山，现在已经种了
50000多棵核桃树，还要再种花椒
树、柿子树等。这里有保存完好的
老房子，有年代久远的老树，有风
景 秀 丽 的 山 ，有 清 澈 甘 甜 的
泉……他不想破坏这些原始的美
好，要把古韵风保存好，将来还要
打造富有特色的影视基地。

藏在深山中的
传说与古韵
文/本报记者 喻雯 修从涛 片/本报记者 张中

黑龙峪村的标志性建筑“阁子门”。

村中建筑多是采用山中石料砌成，得以历经百年不倒。

沿港九路南行约8

公里，有一个名叫黑龙

峪的古村落，那里有保

存完好的石墙老宅和青

石板路，也有年代久远

的古槐树和山泉，还有

充满传奇的山寨和古

寺。在这个不经修饰和

改造的古韵小村，炊烟

袅袅，鸡鸣狗吠，淳朴自

然的民俗风彰显着独特

的魅力。10日，记者来到

这个古韵十足的山村，

踏着青石板路，找寻那

些古老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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