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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古村落四楼湾记忆
冯兴棣

四楼湾是位于商城县冯店乡郭店村一古老村

庄，坐落在郭店街西部，距村部直线距离约 500 米。
该村庄始建于明初。 在清顺治年间，有一外号叫

“麻七爷”的周姓富户，在该庄盖了 4 座木楼，准备给
4 个儿子成家用，因此得名“四楼湾”（日本侵华进攻
武汉时曾在此湾驻扎，烧毁了木楼）。 周姓人在此湾
繁衍生息，逐代趋旺。 鼎盛时期居户近 50 户，总人口
达 230 余人。 村庄有房屋 150 余间，皆坐北向南，依
地势呈台阶状逐次抬高建筑；居中分段，西 6 进，东 7
进，东西走向 5 个街道，每街道长约 130 余米 ，前 3
个街道宽约 3 余米，越向后街道越窄，且弯曲；由前
向后四巷道， 宽窄不一， 上下左右七拐八折贯通前
后，形成路网，使每户人家进出方便，但陌生人进去
如若入了迷宫；村庄第一层房居中有一个大门楼，门
楼两边有一对高约 1 余米的黑石鼓，打磨光亮，鼓石
上雕二龙戏珠，石门墩上雕刻岁岁平安图案，十分精
美；径直向后二门楼，两边一对白石鼓，高约 1 米，无
雕饰；向后第三层有一大厅房（偏西），长约 12 米，大
厅前檐两侧，即二、三两层房之间，东西各一砖砌圆
形门框，使大厅前形成一个小院落；经东园门向西侧
进入一个小客厅，即雅间，桌椅摆设整齐精致，为招
待贵宾专设；大厅内西侧有一小门，通第四层餐厅；
木楼建于第五层和第六层， 楼房及普通平房皆青砖
墙体、灰瓦盖顶，房前檐柱、檐板、檩挑及房内大梁、
屋架等，漆画雕刻，皆龙凤、花鸟鱼虫等图案，五彩纷
呈，相当赏心悦目。

庄后紧靠高约 70 米的凤凰山，山虽不高，正面
望去，却也突兀。 登上凤凰山山顶（凤凰背）放眼向
东，可见烤龙河水蜿蜒流过郭店村境；极目环顾，四
周峰峦叠翠，起伏绵延，由远及近，大湾小户点缀于
山脚下片片田园中，美不胜收；俯视眼前，四楼湾青
堂瓦舍，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庄前 100 米有一条小
河由西向东流过，终年溪水潺潺，从未干涸，当你走
过上面的石拱桥时，即使盛夏，也会感到山泉带来的
透肤清凉；庄前西南角紧邻小河旁，一口水面约 2000
平方米的清清水塘，除方便庄民们洗衣、浇园外，还
养了许多鱼，立于塘边欣赏鱼儿轻快地游动，激起阵
阵涟漪，也令人目美心怡、惬意无比。

四楼湾钟灵毓秀、地灵人杰、环境优美、令人瞩
目。周氏其祖在此筑巢定居，眼光独到。故此，子孙繁
衍旺盛不息，人才辈出年久不衰。 四楼湾建筑格局古
色古韵，保留至今，被国家定为中国传统古村落，名
副其实。

四楼湾是商城县一颗璀璨明珠， 如果你想对它
的文化有更多更细的了解， 还是请你亲临该庄一饱
眼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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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渡口”和“将军树”的传奇故事

金秋时节，天高气爽，当你来
到青山夹岸、波光粼粼、碧波荡漾
的龙山湖， 坐上画舫再南游 3公
里， 就来到长虹卧波的万河大桥
（将军桥 ）。 在万河大桥向北约
200 米处， 就是历史上远近闻名
的槐店乡万河村红军渡口和红军

岭。 80 多年前，这里曾上演军民
鱼水情深、温馨感人的一幕。

1934 年 11 月 8 日， 中共鄂
豫皖省委率红 25 军约 3000 人，
在斛山寨遭到国民党军第 107
师、 第 117 师等的突然袭击，战
斗十分惨烈 。 红军发扬能攻善
守、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
作风， 取得歼敌 4000 余人的辉
煌战绩。 撤出战斗后，红军及时
转移到潢河东岸万河村的古渡

口，准备渡河后参加花山寨会议
及随后开始的红 25 军长征。 当
时渡口仅有一条大木船，供村民
来往赶集时渡河乘坐，一次只能
渡 20 余人 ， 摆渡一次需 40 分
钟，吴焕先、徐海东、高敬亭等，
一度十分焦急。

当地群众闻讯后，纷纷抬出
自家的大小渔船 ， 捐出自家的
米、面、油等慰问红军，甚至把家

中喂养近两年 200 多斤的黑毛
猪牵到河边宰杀 ， 改善红军伙
食，也有群众把家中仅有的两袋
大米捐出送给红军。 在当地群众
的全力帮助下，经过两天两夜的
抢渡，红 25 军全部顺利渡河，体
力得到一定恢复。 红 25 军长征
后经过一路厮杀 ，1935 年 9 月
16 日到达陕北，最先取得长征胜
利 。 不幸的是 ，1935 年 8 月 21
日， 红 25 军政委吴焕先在甘肃
泾川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年
仅 28 岁。1955 年，徐海东被授予
大将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亲
切地称当年包括万海峰将军在

内的红军将士渡河的古渡口为

“红军渡口”。 花山寨会议决定高
敬亭留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重
建红 28 军。 随后高敬亭率领红
28 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鄂
豫皖苏区 28 年红旗不倒， 为中
国革命的一面旗帜。

1986 年 3 月 17 日上午 ，阳
光明媚，春风和煦，紫燕低飞，66
岁的万海峰将军回家乡考察，在
众人的簇拥下 ， 迈着矫健的步
伐，愉快地来到万河村万河湾万
家祖宅大院，饱含深情地栽下一
棵银杏树苗，施肥浇水 ，以寄托

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之情 。 自
此，每当家乡群众到北京去看望
万海峰将军时，万海峰将军都会
关切地询问银杏树长势如何，有
多高有多粗 ， 喜爱之情溢于言
表。 时光荏苒，一晃数十载，当年
弱小的小银杏树苗，在家乡人民
的精心呵护关爱下，已茁壮成长
为高十多米的参天大树。

万河村在外创业返乡人士

万保军先生 ， 创业成功不忘乡
梓， 心怀感恩回报家乡，2015 年
春，成立万河新绿园合作社。 在
县、乡、村群众的鼎力支持下，先
后投资2000 余万元 ，在万家祖
宅打造万海峰将军陈列馆 、将
军松 、红军广场 、红军岭 、红色
书屋、将军台、红色游客驿站、莲
花湖等红色旅游景点，传承红色
基因。

家乡人民亲切地把万海峰

将军陈列馆院内，当年万海峰将
军亲手栽种的银杏树称为“将军
树”， 以表达家乡人民对万海峰
将军的热爱和崇敬之情。 有游客
到此感慨万千：“银杏嘉树，迎春
光而振发，驻夏炎以布荫。 披秋
黄之金甲，凌冬严而卓群。 盘龙
根而挺直干， 阔腰围而壮虬枝。
尽刻沧桑岁月，饱览世事风云。 ”

王加成 万保军

游客在将军树下合影（（据光山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