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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的刘家老宅。

□晨报记者 陈志付 文∕图

� � 6月 30日，记者来到淇县
黄洞乡黄洞村。 村里有一座有
230多年历史的古宅， 被人们
称为刘家老宅。 村边一座山峰
拔地而起，名为玉皇顶。 问及
村名的来历时，有村民告诉记
者，古碑上记载黄洞村原名黄
家洞村 ，但奇怪的是 ，村里历
来没有一户姓黄的。 而所谓的
黄洞（ 又称黄家洞）位于村里
一座古寺的佛爷大殿内，洞口
就在老佛爷的座位下面，传说
它是和尚在遇到紧急情况时
逃生的秘密通道。 多年来，人
们一直想进洞看看里面到底
是什么样子。

◎黄洞村三十

年间三易其“主”

单从人口来说 ， 仅有 1.3

万多人的黄洞乡在淇县算是
个小乡， 但乡里拥有 3000 多
口人的黄洞村则算得上是个
大村。 这个古老的村庄坐落在
群山环抱的盆地之中，盆地虽
然不大，但也算得上一方美丽
富饶的人间乐土了。

1938年，

日寇占领淇县时，国民党淇县
县政府便迁到了远离县城的
黄洞小盆地里。 不久，国民党
的新五军也到黄洞村驻扎 。

1947年 3月， 中共淇县县委、

县政府进驻黄洞村办公。 直到
今天 ，黄洞村的人还说 ，黄洞
村当年是县城。

淇县的文史专家岳武佐
在介绍黄洞村的历史沿革时
说，早在清朝时黄洞村归汲县
（ 今卫辉市）管辖。 到了民国二
十一年（ 1932年） ，为便于行政
管理，根据当时省国民政府制
定的“ 插花地”处理办法，由汲
县穿插过来的黄洞等 6 个村
划归淇县管辖。 当时，淇县也
有“ 插花地”划给了汲县。

1954

年 9 月 ， 淇县又被并入汤阴
县，当时的黄洞村属于汤阴县
第十区。

1962年 8月 21日，中
共河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决
定恢复淇县建制，黄洞村又归
属了当时的淇县庙口公社 。

1964 年 9 月 ， 黄洞公社成立
（

1982 年 12 月改称黄洞乡） ，

驻地设在黄洞村。从 1932年到
1962年的 30年时间里， 黄洞
村经历了由汲县到淇县、汤阴
县再到淇县的历史变迁。

热心的村民得知记者的
来意后，带领记者来到了村里
最年长的李习全老人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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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李习全老人经历了黄洞
村的这三次隶属关系的变更。

在黄洞村隶属关系变动期间，

李习全一直生活在黄洞这块
小盆地上。 李习全说，那 30年
县城就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
去。

◎盆地中的刘

家老宅

黄洞村地处淇县县城西
北 20 余公里处的黄洞小盆
地。 登上村边的玉皇顶向村里
望去，只见绿树掩映下的村庄
上空岚霭时隐时现。 就在这岚
光树影之中，隐藏着一处古建
筑群，村民称其为刘家老宅。

刘家老宅建于清朝乾隆
年间，由南向北共 4 个院落组
成一个整体，呈九门相照的建
筑格局。 这处古老的大院不仅
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且至今
还有十几户人家居住。 据村民
介绍，这处老宅由 7 栋上下两
层的楼房和 5 栋平房组成，共
有上百间房屋。 刘家老宅当年
的主人刘老庆既不是大财主
也没有当过大官，但他称得上
是村里的名人。 他能够建起这
么气派的一个家，是别人为了
报恩而无偿资助的结果，他的
故事在黄洞村家喻户晓。

走进这座四院一体的古
宅，其古老的建筑风格与周围
一排排现代风格的民房迥然
不同 。 整个大院保存相当完
好，其门楣 、房檐 、廊柱 、窗棂
上的砖雕、石雕和木雕细致而
精美， 处处透着古色古香，令
人叹为观止。 村民刘友四就住
在刘家老宅里，记者从他家一
楼内的木制楼梯登上二楼，看
到房梁上写着建筑时间 ：“ 乾
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立。 ”

进入古宅南面的第一个
院子，迎面两根粗壮的石雕廊
柱引人注目。 走近廊柱，只见
上面刻有一副楹联 ：“ 创业维
艰祖宗曾尝勤苦；守成不易子
孙宜戒奢华。 ”看来，平民身份
的刘老庆虽然拥有这一大片
家业，但他还保持着勤俭持家
的本色， 他深知创业的艰难，

在建房时就训诫子孙要戒除
奢华。

这样古老的民间建筑在
当今的城市乃至城中村中都
是难得一见的。 近年来全国范
围内正在开展古树、古桥和古
建筑的普查工作，随行采访的
岳武佐认为，像刘家老宅这样
保存如此完好的古建筑应当
被列为普查的对象。

◎为报恩，建起

刘家老宅

如果刘老庆真如村民们
所说只是个平民百姓，那么在
那个年代他哪来的钱建起这
样一座深宅大院呢？

村里的牛四海、刘友四等
人告诉记者，当年在黄洞村以
种地为生的刘老庆尽管不富
裕 ，却乐善好施 ，看到别人有
困难时总会伸手帮一把 。 一
次 ，刘老庆到卫辉府（ 今新乡
卫辉市）办事 ，回来时经过一
个大户人家门口，看到一个年
轻小伙子被人捆绑着打得皮
开肉绽。 刘老庆上前打听后得
知，原来小伙子偷了大户人家
一只烟袋，被家丁抓住了。 刘
老庆便想，不过是一只烟袋罢
了，不能把人往死里打呀！ 刘
老庆当即从身上掏出钱替小
伙子赔了烟袋，并求情放了小
伙子。

小伙子被释放后，刘老庆
便继续赶路。 哪知，刘老庆在
前面赶路，小伙子一直在后面
跟着， 刘老庆一停下脚步，跟
在他身后几十米远的小伙子

也站住不走了。 他感到纳闷，

就把小伙子喊到跟前问话。 小
伙子说自己是个无依无靠、在
外流浪的孤儿，今天是饿急了
才去偷东西，只偷了一只烟袋
就被人抓住了，还说以后再也
不敢偷了。 他跟踪刘老庆是为
了弄清刘老庆家住哪里，等将
来有了出息好去报答救命之
恩。

刘老庆看小伙子挺诚实，

就把他带到家里养伤。 小伙子
养好伤要走时，刘老庆还在村
里东挪西借为他凑了一笔钱，

嘱咐他用这笔钱买二亩地，以
后就在家安心种地不要再流
浪了。

小伙子走后并没有回家
买地 、种地 ，而是直接到了卫
辉府，用刘老庆给的钱在卫辉
府买了个提牌官的职位。 这个
小伙子既聪明又会办事，自从
当上提牌官之后便一直受到
上司的赏识 ， 一次次得到提
拔，后来竟在卫辉府的衙门里
当了“ 二把手”。

小伙子后来的发迹是刘
老庆没有料到的 。 有一天 ，

卫辉府的 “ 二把手 ” 坐轿来
到黄洞村并进了刘老庆的家，

刘老庆一开始还不敢相认 。

这位府官对刘老庆说 ， 当初
你给我钱让我回家买地 ， 现
在我给你钱让你盖房子 。 刘
老庆说什么也不接受府官回
报的钱 ， 这位府官只得派人
找来工匠并采购建材 ， 为刘
老庆在黄洞村建造了一处九
门相照的深宅大院。

房子建好后，刘老庆觉得
自己住不了那么多，就把后面

的两个院子卖给了一户姓韩
的人家，只留下前面两个院子
自己住。 姓韩的这户人家住了
一段时间后，又将房子转手卖
给了一户姓李的。

姓李的爱赌钱，有天晚上
他在赌场上把带的钱输得一
干二净，为了捞回本钱他一狠
心将房子押上去继续赌，一会
儿工夫连房子也给输掉了。 从
赌场回家后，他不得不从自己
家里搬了出去。

村民们说不清姓李的那
天晚上到底输了多少钱，不过
从他一下子就输掉了半个刘
家老宅来看，其数目在今天也
该是相当惊人的。 深知“ 创业
维艰”的刘老庆让人刻在廊柱
上的那副楹联并没有对这个
外姓人起到训诫作用。

现在，刘家老宅里分别住
着包括刘老庆后代子孙在内
的十几户村民。 今年 72 岁的
刘友四便是刘老庆的嫡传后
裔，现在他和另外两户村民住
在刘家老宅最北边的院子里。

刘友四说，十年前他才从别人
手里买下了这栋老房子。 当年
姓李的把家输掉后又有另一
户人家搬了进来，而继刘老庆
之后这个院子又几易其主。 数
百年来，偌大的刘家老宅里虽
然住着不同的人家，但是它基
本上一直保持着原有的模样。

◎无人敢入的

黄洞，待解的谜团

地名是历史的见证和文
化的记忆，它是人类文明的活
化石。 黄洞这个地名又蕴含着
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呢？

记者在 《 淇县地名漫话》

一书中并未见到有关黄洞村
的介绍。 问及村名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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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李习全老人说，村里有个
洞叫黄洞 ，也叫黄家洞 ，从他
记事到现在也没有人敢进去
一探情况。 村北边玉皇顶上的
古碑记载黄洞村从前叫黄家
洞村 ，可是李习全说 ，村里从
来没有一家姓黄的。

玉皇顶紧靠村北边，是一
座孤兀突起的山峰。 站在村里
看玉皇顶，它与四周连绵起伏
的群山比起来就像个性格孤
僻的孩子一样，很不合群。

玉皇顶上有座古庙名为
玉皇庙 ，庙里现存明 、清时代
的古碑数通 。 明万历十八年
（

1590年）的《 皇家洞万田山碑
记》告诉我们 ，玉皇顶原名万
田山，黄洞村在那时叫皇家洞
村。 万田山上建起玉皇庙之后
便成为当地主要的道教活动
场所。

到了清康熙三年（

1664

年） ，所立碑刻《 皇家洞玉皇顶
新创天仙圣母行宫序》 中说
明，万田山在当时已更名为玉
皇顶。

民国七年（ 1918 年）的一

通碑刻又告诉我们，那个时候
皇家洞已经改称为黄家洞了。

从清康熙年间遗存下来
的一通古碑可知，黄洞村一带
从前的绿山秀水犹如人间仙
境：“ 右卫淇园北， 环西皆山，

环东皆泉。 崔巍俊雅，渊源秀
爽。噫！山水空濛之间，云树苍
茫之际 ， 岂庸流俗士所与也
哉！ 虽然山厥高矣，有仙则名，

水厥深矣，有龙则灵。 此真仙
境也，龙宫也！ 兼考前代，有玉
皇宝殿坐于斯， 三公列于斯，

四辅环于斯， 文昌佐于斯，斯
所以善地也。 ”

黄洞村流传着这样一种
说法：玉皇顶的后面和左右两
面是连成一体的高山，南面则
地势平缓， 视野相对开阔，玉
皇顶位于其中，就像玉皇大帝
面朝南坐在龙椅上。 因此，人
们把原来的万田山称作玉皇
顶，村里一个神秘的古洞也被
称作皇家洞 。 随着时间的推
移，村名皇家洞演变成了黄家
洞，后来又演变为黄洞。 不过，

现在还有人习惯地称黄洞村
为黄家洞村。 此种说法可能与
明万历十八年立在玉皇顶上
的碑刻有关，碑上诗云：“ 莫说
桃源地境仙 ， 卫郡汲淇有黄
川。 玉皇稳坐万田顶，永护山
林保民安。 ”

这些年来经常有人来到
黄洞村寻找历史悠久的黄洞，

其中有许多人是户外运动爱
好者 。 但当他们得知多年来
未曾有人进过这个洞后 ， 也
都不敢贸然进洞 ， 只得打消
了进洞观光的念头 ， 遗憾地
离开了。

后大寺是黄洞村的一座
古寺，黄洞的洞口就位于寺内
佛爷大殿中老佛爷塑像的座
位下面。 如今，断了香火已经
破败的后大寺被圈在黄洞小
学的校园内， 佛爷大殿尚存，

但老佛爷塑像已被拆除，其座
位下面的洞口则被一块青石
板严严实实地盖着。

李习全老人说，老佛爷坐
在了洞口上，大家都说这个洞
很神秘， 他今年 89 岁了也没
见有谁进过这个洞。 李习全在
小时候听老辈人说，黄洞是后
大寺的和尚在紧急情况下逃
生的秘密通道，从老佛爷下面
的洞口进去向北可一直通到 4

公里外的黄洞乡柳林村和尚
滩自然村。 在以前兵荒马乱的
年代，和尚滩自然村的人曾看
到后大寺的和尚从洞里钻到
他们那边的荒滩上，就把那个
地方起名为和尚滩。

村干部牛四海说，当年的
和尚选择在有洞的地方修建
佛爷大殿，又让老佛爷坐在洞
口上， 说明这个洞不同一般。

村里有人想解开这个谜，可是
洞太深， 至今没有人敢进去。

“ 如果有专业勘探人员对黄洞
进行考察 ， 也许能解开这个
谜。 ”牛四海说。

� �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往往可以揭示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底蕴。 特别是历史

悠久的地名，通常蕴含着一个地方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地理文化和质朴的

乡土文化。

问及黄洞村村名的来历时，有村民告诉记者，古碑上记载着黄洞村原名黄

家洞村，但奇怪的是，村里历来没有一户姓黄的。 而所谓的黄洞（又称黄家洞）

位于村里一座古寺的佛爷大殿内，洞口就在老佛爷的座位下面，传说它是和尚

遇到紧急情况时逃生的秘密通道。 多年来，人们一直想进洞看看里面到底是什

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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