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
人
在
旅
途

□陈大强 文/图

民勤瑞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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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早就听人讲， 在京西有一个古
村爨底下， 很美， 很静。 我休假第一
天 ， 意兴盎然前往 ， 天公倒也作美 ，
一出发便下起小雨， 让我有机会领略
到雨中的爨底下。

爨底下， 又名川底下， 明清古村
落， 地处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西北
峡谷中部， 距北京90公里。 爨底下，
因处在明代军事隘口 “爨里安口” 下
方而得名。 爨， 有灶台， 烧火做饭的
意思。 这个字笔画多、 不好写， 为了
便于记住这个字， 当地村民编了个顺
口溜： 兴字头， 林字腰， 大字底下架
火烧。 据说村中多数人姓韩， 因韩与
寒同音， 所以他们希望 “爨” 让全村
人丁兴旺日子红火。

小雨淅沥， 轻轻地拍打着我们的
衣角， 温柔地亲吻着我们的脸颊， 此
情此景让我们无暇顾及披衣撑伞， 便
一头扎进这个远离喧嚣的世界。 一进
村子， 一块硕大石头上刻着一个 “爨”
字， 热情似火， 仿佛在迎接五湖四海
的朋友 ， 这不几个村民赶忙迎上前 ，
手捧刚采摘的榛子果、 山核桃、 野葡
萄让免费品尝， 我们一边口嚼香甜的
山果， 一边欣赏沿街主道的风景， 一
条贯通东西的青石路， 一棵饱经风霜
的古槐树， 一口给人甘甜的老井， 一
串串娇红欲滴的大灯笼， 一排排年代
久远的蓝瓦房， 一道百米长的峡谷一
线天， 让大家对古村充满好感。

古村落四面环山， 坐北朝南， 依
山而建， 形如 “葫芦’， 又像 “元宝”，
很有美感， 一条长有上百米、 高有十
多米的弧形石灰墙， 好像一条蜿蜒盘
旋的巨龙， 又似一段气势磅礴的长城，
将村上、 村下一分为二， 呈现高低错
落、 层次鲜明之感， 山上多是遗存的
清代民居， 山下多是后建的仿古建筑，
它们与天穹、 与大地、 与青山、 与绿
树、 与浮云、 与村人很好地融合在一
起， 完全笼罩在如牛毛、 如花针、 如
细丝的秋雨中， 密密地编织起一件诗
意般的人间画作。

漫步在山村石径小路上， 有一种
“细雨湿衣看不见， 闲花落地听无声”
的意韵， 我们穿过一条条狭长的小巷
子， 走进一座座悠久的四合院， 它们
大都有黝黑的宅门， 灰色的石墙， 蓝
色的房瓦， 红色的对联， 雕花的门楣，
砖雕的柱头。 村红色文化展室是一个
两进院 ， 前面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 ，

房后是一个典型的 “大五间”， 这是全
村规格最高 、 质量最好的山村民居 ，
室内三明两暗， 五间五檩， 隔扇有雕
花壁罩， 窗下有棋盘炕， 门外台阶有
猫洞 ， 阶下有狗窝 ， 耳房有储藏室 ，
设计巧妙。

雨越下越大， 古屋房檐下的雨点
瞬间串成了线， 有力地敲打着或平滑
或粗糙的石板上，发出“大珠小珠落玉
盘”的声响，此时一顶顶五颜六色的雨
伞点缀村中， 这时看到远处袅袅炊烟
在空中慢慢升腾， 一股久违的饭香随
斜风飘然而至， 这才觉得肚子饿了。

从山上下来， 右边是举人院， 听
说曾经出过举人， 是一个三进院， 院
内有个400年的青石、 紫石， 名叫脚踏
青云、 紫气东来， 到此一游的都想站
上去沾一沾灵气； 左边是福字院， 是
一个两进院， 在自家影壁墙上写着别
致的 “福” 字， 福字上精雕30朵梅花，
以取万事美好之意， 整个福字里藏有
“福禄寿禧财”， 颇为巧妙。 在福字院，
看着大锅里翻滚飘香的 “蒸鱼” “乱
炖 ”， 我们禁不住流出了口水 。 朋友
说， “身在福中要知福， 今天就在福
字院吃了 ！” 伴着外面的风声雨声 ，
我们一边吃， 一边与村人畅聊， 当得
知古村还流传清代时的蹦蹦戏， 耳畔
仿佛传来 “唱得精韩晓耕， 唱得对韩
晓瑞， 扮得俊韩晓印， 唱得瞎韩晓花
……”

古今岁月村声远， 春秋万世爨字
绝。 400年的古村， 见证岁月变迁， 生
逢伟大时代， 造就诗意活力， 也许古
人也想看看今天的幸福生活……

甘肃省武威市下面有个民勤县，
它所处的地理环境不是太理想， 东
西北三面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
沙漠包围， 土地荒漠化严重。 沙漠
地区最严重的问题是缺水， 它处在
石羊河下游， 来水逐年减少， 以至
于作为民勤生存命脉的红崖山水库，
在本世纪初曾一度干涸。 民勤县东
大街有个生态文化公园， 里面有一
个石碑廊， 廊下十几块石碑上铭刻
着几个朝代以来的历次分水方案 。
公园的外墙上还有一幅醒目的标语：
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
处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中， 民勤曾
经是贫困县就不奇怪了。

但是 ， 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
想不到民勤县还有一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是一处民宅———瑞安
堡。 中国这么大， 老辈传下来的民
居这么多， 没有几百年历史的民居
很难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瑞安堡不同， 它1938年才完工，
时过60多年， 在2006年成为了 “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凭着好奇 ， 我开车去瑞安堡 ，
从县政府到瑞安堡4.7公里。 到了一
看出乎意料， 没想到瑞安堡竟是这
么一处大的建筑， 南北长90米， 东
西宽60米， 城墙有10米高。 这不单
是一处民宅了， 其实就是一座城堡。
这也难怪， 它的主人王庆云是民勤
县保安团第一任团长， 在修宅子的
同时， 城墙、 枪眼、 暗道一同修上，
实际就是修筑了一座城堡！

城堡正面高大的城门洞上有
“瑞安堡 ” 三个字 ， 上面建有城门
楼 。 城门洞里有两扇厚重的大门 ，
一般人们都不注意， 门洞上方还有
一道缝， 上面挂着 “千斤闸”。 一旦
有人闯入大门， 千斤闸落下就形成
关门打狗的局面， 上到城楼上就能
清楚地看到这个武侠小说里经常提
到的千斤闸。

进入城门是一个大院， 两旁是

马车夫和仆人的住房以及马厩和草
料棚。 再往前走是 “花门”， 就是人
们所说的二道门。 旧时经常说小姐
女眷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就是说
家眷不出这个二门。 二道门两边是
接待和保卫人员住的房子。 院子东
侧是厢房， 西侧是账房。

再往前是 “街门 ”， 就是三道
门， 这道门里面才是瑞安堡主人和
家眷们住的地方。 院子分为东西两
个院， 隔开两个院子的是中间两间
会客室， 一间是中式的， 一间是西
式的。 现在会客室里摆放的家具都
是中式的， 只不过中式的会客室里
放着文房四宝， 而西式会客室的桌
子上摆着一架留声机。

说来很怪， 王庆云好像并不是
很讲风水， 照道理他应该住在坐北
朝南的正房就是北房， 但他和老婆
住的都是东院的东房 ， 两间挨着 。
东院的正房是他家的祠堂。 西院的
正房是佛堂， 西院是王庆云的嫂子
住的。

祠堂和佛堂中间是一间四方形
楼阁， 名叫双喜楼， 是小姐们做功
课的地方。 经过这里就上到城墙上
面了， 说城墙而不说围墙是因为上
面的走道真是很宽， 城墙的四角建
有角楼， 前面两个一文一武， 西边
的叫做武楼， 上面建了一座小亭子，
说是像武官的头盔。 东边的叫做文
楼， 是一座小庙， 据说犯了错误的
人， 要待在这里反省。 城墙上面有
射击孔， 城墙里面还有暗道。

民勤的黄河密瓜很有名， 这里
还是苏武牧羊的地方， 有 “中国羊
肉之乡” 的称号。 所以， 来民勤参
观瑞安堡， 顺路要到美食街， 尝尝
负有盛名的民勤手抓羊肉。

爨底下村， 地处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西北峡谷中部， 距北京90公里。
因处在明代军事隘口 “爨里安口” 下方而得名， 村中有古树、 老井、 蓝瓦房、
举人院、 福字院， 还有一线天峡谷等景区， 美不胜收。

美丽古村爨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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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堡的宅子很大， 房间共有140多间， 沿中轴线对称分布， 三进四合
院式设计。 第一次来如果不听讲解， 觉得这里很像迷宫一般。 瑞安堡建筑规
模宏大， 既是家居住宅又是防御工事， 有我国的建筑传统和独特风格， 是西
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堡寨式民居， 非常值得一看。

■走访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