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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幽蕴深桃园地
意趣天成古村落
———全国第五批传统村落大峪镇青山后村素描

文 /图 尚自昌

在汝州市龙山森林公园景区北邻的箕山深处，有一

道南北走向的山涧河道青龙河，由四周山梁间诸多汇水

沟集水而成。在河道的几个转弯处，自然林木守护着 4

个石头村落，石窑、石屋、石院、石寨、石堰、石渠、石板路

与当地突兀峻拔的峰峦、绵延跌宕的山梁、怪石嶙峋的

沟壑相融，楸树、梧桐、木兰、皂角、豹榆等名木古树荟

萃，独立的水系哺育出了泉、溪、瀑、塘、潭、河等与水相

关的元素。虽有几处抢眼的红砖房，却一点也不影响大

自然与人居的和谐。

这 4个自然村从南到北为南坡、青山后、白庙、黑龙

潭，共同组成一个叫青山后的行政村。全村户籍人口不足 400人，

分为 7个村民组，是大峪镇人口最少的行政村。村域南北长东西

窄，总面积约 8平方公里。2010年以来，随着龙山风景区的开发和

通往南部的公路修通，每天来这里游玩的人不断增多，村民认识

到家园的价值，2014年成立了由在外工作人员参与的古村落保护委员会，

制定了保护公约，对古建、古井、古树名木及民间工艺进行了普查和登记保

护。2016年入选河南省第二批传统村落名录。2017年成立了河南省青山后

传统村落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法人代表。2018年

获省财政资金补贴支持，该年底入选全国第五批传统村落名录。

8000万年前，地球上一次叫燕

山的造山运动，使汝州形成两山夹一

川的地理格局。青山后南北狭长的地

带也在这次造山运动中形成独特的

地理单元。

村南部三座海拔 800 多米的山

峰，成品字状耸立，与东西诸多山峰

共同构成汝州北部的连山屏障，绵延

的山脊线就是南部汝河谷地、北部山

区的分水岭。分水岭南坡为陡峭的断

岸，高在 30 米至 50米之间，可能是

阳坡不断的光照和雨淋所致，成为不

可越过的天堑，人们只能站在一个叫

南天门的峰口遥望南部的汝州大地。

分水岭的北坡相对平缓，约成 45度

角向北延伸，或至坡底或成山梁。

青龙河其中的两个源头来自三

峰北延的汇水坡。青龙河的东西两岸

是一道道向北走向的山梁，形成东西

数里宽的“护墙”，不断有梁间的沟壑

向河道送入丰沛的雨水。

青龙河向北行数里，遇一段东西

向的山梁。河水在这里汇集成潭，然

后继续北行。又数里，在木兰沟一带

遇数道更高更宽的东西山梁，河水受

阻使整个河道成为南北狭长的湖泊。

湖面因长年积水升高，从山梁的薄弱

处向北溢出，在数道山梁上硬是冲出

刀劈般的断崖，当地村民称这里为一

线天，实地考察更像弯曲的石涧。

2005年前，车辆出入青山后村，一线

天是唯一通道。

河水经石涧北行，入大峪镇西部

的赵楼河中，然后西行汇入洗耳河。

青龙河实为洗耳河的一个源头。

石涧东西两峰对屿，似龙虎守

门。西为见子岭，山域宽阔。东为双石

垛，双峰相连状似草垛。

从北部绿树相交不见天日的石涧

向南进入青龙河后，忽然开朗，水岸山

花烂漫，林间莺歌燕舞，让人不觉想到

陶渊明理想中世外桃源的真实存在。

传说宋朝末年，汝州兵马司姓麻的守将因反对太监李彦在汝州设局括

田，被设计陷害，就带着自己的弟弟和部分士兵逃到东北的承休古城造反，

受到无田可种的散民支持，拥立他们为大小二王。麻王兄弟相地修堡垒，从

南今米庙镇靳家沟一带向北形成了前哨麻王寨，传递消息的擂鼓台和接鼓

台，操练士兵的练武场，东西麻王二城等完整的防御体系。麻王的坐大引起

朝廷的重视，派大军前来剿灭。一位新婚不久的小将，自知麻王难敌朝廷的

大军，为保全妻子，就寻找脱身之地，一次偶然的狩猎发现了这块宝地。一天

晚上他趁自己在北门值守，带着妻子逃离了麻城，来到青龙河湾处的一个山

洞里藏身。不久，麻城攻破，官军将麻城一把火烧毁。小将站在大青山顶南望

麻城几天不息的烟火，庆幸自家逃过一劫。从此在这里生儿育女，成为“桃花

源”最早的村民。为感谢上天留给自己的这块保命地，就改姓刘。刘：留者也。

这块风水宝地，让刘家平安度过了金、元时期近 200年的安静时光。社

会安定之后，人们从南部两峰之间，开出天梯般的通道，可以向南与汝州平

原沟通，逐渐形成了沟通登封、汝州、郏县的一条古道，

青龙河的住户进进出出，渐渐形成了青山后、南坡、白

庙、黑龙潭 4个自然村落，“世外桃源”也纳入了

政府的管理，明代属金沟保，清代属金沟里。

清同治年间，捻军在汝州一带活动，青

龙河的村民为自保，在周围的山峰上修筑

了 3个石寨，有效地保护村民的人身和财

产安全。

1944年八路军在大峪镇建立了

抗日县政府，青龙河的 3个石寨成为

抗击日伪的堡垒，青龙河成为大峪解

放区的前线，青龙河人出钱出物出

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青龙河沿岸 4村归大

峪镇刘何村管辖，1991 年从刘何村分出

成为独立的行政村，村部驻青山后，于是

汝州多了一个叫青山后的行政村。

青山后村人少地多，山林、山药等自

然资源丰富，处处可见的流水不费多少力

气便可实现粮食自给还有节余，山果、山

药是村里的来钱门路，山藤、竹子可编织

生产和生活用具出售补贴家计，取之不尽

的大青石可用来建造坚固的石窑和石屋

……虽属山区却过着食住无忧的生活。20

世纪 70年代，在上级的支持下，青山后村

修建了两座水库和一个引水渡槽，筑起了

几十道坚固的护田石堰，使得可耕良田大

增，这些设施至今还发挥着作用，成为山

区亮丽的风景。

新中国成立后，青山后人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山沟的窑洞石屋里

搬出，在河两岸的开阔地建起了楼房，用

上了自来水。但他们不忘过去的艰辛，完

好地保留了祖屋、祖窑和早已不用的石磨

房，三个山寨除自然毁坏外，没动过一石

一砖，筑寨时的记事嵌石仍安放在寨垣

上，留下了浓浓的乡愁。

2000 年我国启动了拉动内需的小

长假，汝州电视台记者从南坡天梯造坊

了石楼峰的迎旭寨，山寨的雄姿通过荧

屏展现在世人眼前。随之大峪的山寨群

也不断见于报端。2004年从山南米庙镇

于窑村开通了通往青山后的南路，青山

后的车马终于

可以向南进入

市区，路程不到

北路的五分之一。

2007 年 AA 制的户

外组团游从郑州传

到汝州，汝州的驴友发现了石楼后桃花

源式的古村落。2014年以石楼山为主景

点的龙凤山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

立。2015年修通了风穴山景区至石楼山

的旅游专线。2016年扶贫工作队进驻青

山后村，规划连接石楼山与青山后村的

断头路。

青山后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国家级古

村落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大青山又名青龙山，海拔 837米，因山南坡脚下

的断崖处有一水融岩洞，曾为青白二蛇居住，又叫青

蛇山。中国四大传说之一的《白蛇传》源自汝州一说

就出自这里。上年纪的人大都能说出青蛇与白蛇的

故事，有纯蛇的版本，也有与许仙相关的内容。大青

山从南面远看，又像一尊坐着的笑佛，佛头、佛手惟

妙惟肖，山南人又称其笑佛山。2013年前后有许昌云

游人士看中这块宝地，出资在山顶建寺，因修路破坏

植被被村民叫停。

青山后村因位于大青山北而得名。

石楼山：隔涧与大青山相望，海拔 870 米，在东

西绵延的诸多峰中最高。因山顶面积不大，东西南三

面都为几近断崖般的峭壁，断崖尽处是外延的成 50

多度角的深壑。从上到下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不

同时期的地层清晰可见，可称地质博物山。因上部为

层次分明的红色石英岩层，远看像一座高楼故名。石

楼山自古为汝州名山，明《正德汝州志》载：石楼山，

在州东北 30里，山多大石，若楼台之状。1861年，为

防御捻军，方圆数里的村民集资在山顶修筑了迎旭

寨，先后在寨内修建了 72孔石窑和 36间石屋，在岩

地上凿有两个 5米多深的大水窖存水。据说山寨最

多可容纳 1000人避难，捻军曾围困山寨 1个多月，

想把寨民困降，结果寨里的人照样生活。1944年冬，

日军侵犯大峪根据地，村民躲在寨内。日军一个排围

攻此寨，却在八路军和民兵的乱枪中死伤累累。迎旭

寨寨门寨垣保存完好，寨内还有 40多间完整的石

窑。2017年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海江孤堆：青龙河的东部，为南北走向的大山

梁，面积很大，远看像一个大土堆，最高处海拔 864

米。因山顶发现有海洋和大江里的动物化石，故名。

由于山高无路，笔者至今未能攀行探访。

见子岭：在青龙河北部西岸，海拔约 600米。传

说明代一知州从开封骑马到汝州上任，误入桃园美

景流连忘返，天晚迷路正愁，遇一眉清目秀的放羊少

年，带他走出困境后忽然不见。而这个少年酷似知州

夭折多年的儿子。知州在州衙安置好后，带人在这一

带寻找终没找到，就把这个岭叫见子岭。岭上有一

寨，落成于同治元年十月，寨名与岭同。寨内宽绰，占

地约 16000平方米，现存寨垣和 10多孔石窑。寨铭

记有筑寨原因、时间和施工人员姓名。

双石垛峰：在青龙河北部东岸，海拔约 500米。

因两峰相连且状如草垛故名。两峰均有山寨，约建于

清同治年间。东垛寨毁，现存寨在西垛上，仍叫双石

垛寨。寨内面积不大，约 2500平方米，只有一个向东

南开的大门。大部分寨垣保存完好，寨内建筑所余不

多。现为大峪镇高岭村所辖。

南坡村：在石楼山北坡的一个山坳里，一条主

街，宅院多为后窑前院结构，古色古香。几处零散的

宅院，依山就势别具一格。整个小村处在大片的山林

之中，虽有道路与主道相通，但很少有人会发现这里

还有一个村庄，站在石楼山顶也看不到村内的建筑。

青山后村：最大的自然村，有 4个村民组，村部

驻地。居南部三峰汇水沟的交汇处，状如丫字形的小

盆地，村民就沿盆边的土崖上挖窑洞居住，由于土质

问题，窑内多用青石拱圈，非常坚固。多处为窑上窑、

窑连窑、窑上房的壮观建筑。随着人口的增多，一些

村民在窑前圈起了院墙，增加了厢房，成为前院后窑

式院落。村周青石多，村里石匠也多。这里的窑和大

门，多为完整的三块青石组合而成，既结实又美观，

成为村居的一大特色。这些古老的建筑，见证了先民

的勤劳智慧和家底的殷实，让人看后肃然起敬。

白庙村：白庙是个小村，只有 40多口人，因村头

建龙王庙且敬的是白龙而得名，与青蛇山的传说相

合。白庙村留有许多土窑，也很有特色。

黑龙潭村：黑龙潭是青龙河遇阻旋聚而成的深

潭，面积约 3000平方米，潭水清澈见底。因附近建青

龙庙，也称青龙潭。先民环潭而居，村依潭名。20世纪

70年代，这里修建了水库，村民搬迁高处居住。可惜

水库被 2000年特大洪水冲毁。

驴友诗云：

古村桃园地，上下越千年。十梁腋九壑，六峰构

五星。青泉石缝生，汇溪涌河行。青河十八湾，林茂百

草繁。四村河湾栖，三寨竦峙庇。春催桃杏艳，夏招槐

桐楸。秋燃栌栎枫，冬翠竹柏松。

千年古村落 旧貌映新颜

五山三寨百处宅 留志藏史记乡愁

天造水成桃园地 口小肚扁似宝瓶

遁入山林居成村 战天斗地一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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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石窑院

千年皂荚树

双石垛

原生态古村落

石楼峰顶迎旭寨

见子岭上见子寨，虎踞河岸傲群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