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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上一个去处，像是一个一
见钟情的女子， 只是一次普通的
邂逅，瞬间掠走了你的心，随后挥
之而不能去，耿耿而不能忘怀，丁
李湾古民居，便是如此。

前不久一次下乡闲暇之余，

当地一名干部提议到附近的丁李
湾看看，因为久闻其名而不得见，

大家便欣然前往。 车在狭窄的山
路中穿行，一路上茂林修竹，流水
潺潺，秋意正浓，远近都沉浸在一
片丰收的金黄之中， 山边红叶随
眼可见， 空气中不时飘来成熟野
果的馨香……路尽村显， 转眼丁
李湾到了。

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好去
处， 在南北两座相距约数百米的
小山之间， 静静地卧着一座不大
不小的村庄， 约摸三五十户一二
百人的样子。 整座村庄座北面南，

背靠一座向东延伸的小山， 对面
是屏风一样的一列稍低的丘陵，

中间是平整的一片水田， 一条清
澈的小溪在水田尽处蜿蜒而过，

农田和村庄之间是一口不小的池
塘，比普通农村门塘大得许多，湖
面很干净清澈， 一群鸭子随意地
在里面撒着欢儿。 整口塘用大块
青石护岸， 塘周围分布着大大小
小好几口坡堰， 堰石上青苔斑斑
许有不小年月了。 塘埂很宽，可以
并行两辆小车， 我们在东塘角一
个较空旷的地方下车了。

隔塘而望， 是一溜气派的门
楼，白墙黛瓦，倒映在波光粼粼的
湖面，仿佛一群羞怯的村妇，遮掩
着薄薄的浴衣， 轻轻地挥手招呼

着客人们的到来。沿着新铺的石板
路我们走进湾里，村里人似乎和我
们的向导很熟，牵牛挑粪洗衣择菜
的，都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 和农
村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多是一些老
头妇女， 年轻人大多出去发展了，

其中一个头发全白精神矍铄的老
先生甚至热心地给我们当起了导
游。

老先生先是带我们依次参观
了那排气势不凡的门楼，每座门楼
格局大体差不多，高四五米，宽三
四米，木梁雕栋，青砖黑瓦。瓦是农
村常见的炭烧小瓦，只是时间的缘
故变得发青发灰了，墙面由大块青
砖砌成，那时当然没现代人常用的
水泥，但古人更有办法，用石灰猪
血和煮熟的糯米混合一起捣匀，这
样的黏合更让青砖间砌得这么严
丝合缝，以致年代历经这么久远还
温润如玉坚韧如初。我们在其中一
座气势不凡的门楼前驻足下来，老
先生介绍这座房子出过一位清代
知府，应该是传说中的官宅了。 通
过锁着的门看里面，已改建得面目
全非了， 只留下这座威严的门楼，

令人依稀想象到当日它的繁华昌
盛。门楼外部顶上从上到下分别是
对称着的兽形脊挑和凤样椽挑以
及高耸的马头墙，其中马头墙更值
一说，马头墙又叫风水墙、女儿墙，

兼具气派好看和防火防盗功能，是
豫南甚至徽派建筑一道亮丽风景。

马头墙椽下有一对精巧的砖雕，依
稀可见戏曲里背插令旗手舞刀枪
的古代人物。门楼正面内部上方是
圆形装饰有彩色八卦图案的窗，除

了透光透气，镇宅避邪的作用，古
时还有在上面舞枪弄矢，防盗拒匪
的功能。 窗子下面是大理石雕成
的门梁， 门梁上有对称的两幅
浅浮雕龙凤图案，腾云驾雾，游
林戏水，非常精巧逼真。 木门宽
大厚实，偶有朱红的颜色露出，下
面是一对硕大青石门枕，形状如虎
似狮，已被久远的岁月模糊了当初
的模样。 知府邸东边那座门楼也
值得一提，它的特别之处是山墙和
大门不是垂直的，而是约呈六七十
度角，这种建筑样式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 问到先生，他也似乎解释不
清，过后想想，肯定是事关风水的
原因， 留着以后看专家怎么解读
吧。

看完这古香古色的八座楼，正
在寻思再没可看的，老先生似乎猜
中我的心思，故作神秘地说：“我们
把面前这排门楼叫做八座楼，真正
好的东西在后面的三座楼里，那里
才算真正民居，而且有一对难得一
见的宝物，一般游客看不到的哟！

今儿个贵客盈门，带大家看看。 ”

大家纷纷表示感谢，随老人家穿过
一条幽深的巷子，来到一座气派的
碉楼面前。

所谓碉楼，顾名思义，是一座
一大间坐东朝西的碉堡样的二层
小楼，朝南开有上下两个斗大的窗
户，从防御角度，也可以说是望
和射击孔。 碉楼西边紧拥着一座
朝南开的大门，只有一个一人多高
的不起眼厚门，没有窗户也没有八
座楼那样装饰，跟前后几十间房屋
一起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如果说八座楼住的是讲究气派的
达官贵人，这里就是谨小慎微的土
财主的安乐窝了。 进入大门，里面
却是别有洞天，过了一个残破的照
壁， 是一条几十米长的东西小巷，

从东到西是三个和八座楼一样的
门楼，这可能就是三座楼名字的来
历吧。我们随老先生来到最西面门
楼里，里面民居分为三进，从南到
北依次是倒厅三间， 侧厅三间，正
厅五间，有着北京四合院一样严谨
的结构，长幼尊卑，一目了然，唯一
不同的是西边侧厅是坐北朝南的
一个单独院落。正厅一屏两案共五
间，早已塌陷破败，只留高高的石
阶让人能想到当时的雄伟壮观。我
们推门进到尚觉完整的西侧院，里
面住的是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两
口， 满脸皱纹写满了岁月的沧
桑，只说句来啦，再只是搓着手
笑着迎接我们。 三间正屋也不
大，外面一个天井小院，屋檐却
不小，由两条伸出的屋架支撑着，

架下对称分布着两方装饰用的精
美木雕，虽布满灰尘，但绝对一下
能抓住你的眼球， 左边是麒麟送
子，右边是鹿鹤同春，题材喜庆、比
例匀称、雕工细腻，栩栩如生。微派
建筑三绝：石雕、砖雕、木雕，果然
名不虚传啊！

不知不觉我们参观完毕，辞别
了老先生，我们依依不舍地踏上了
回家的旅程。在汽车缓缓开动的瞬
间，大家都出奇地安静，仿佛人要
走，心却留下了，如同梦里模糊的
童年记忆，勾起了每个人心底那无
限美丽的乡愁……

在很多人眼里，皖南西递、宏村等村落，宛若一位小巧玲珑的江南美女，她散发出来的水灵神秀让

人迷醉。得益于明清时期的人口迁徙，这种风格独特的徽派村落，在皖、豫、鄂交界地带的新县八里畈镇

丁李湾村成功演绎。 在这里，你可领略到原汁原味的徽派水乡风采。

丁李湾村位于豫南山区的新县八里畈镇，丁李湾村始建于元末明初，以清代乾隆年间最盛，当时田

地 1 万多担(一担相当于现在 7亩)，房屋 600 多间，有“李氏庄园”之称。至李维屏时期，庄园四周城墙环

绕 10 多里，并有东西南北四道大门，内有 800 多人居住。随着人口的繁衍逐渐形成规模，一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丁李湾依然保存完好，但随后发生的一场运动，让丁李湾遭遇了大劫。 2003 年，丁李湾被确定

为“河南民俗民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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