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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达州古村落走进达州古村落

巴河之畔的立石社区

立石社区位于铁山以西的达川区石梯
镇，前临碧波荡漾的巴河，后靠满眼苍翠的
祖鼎梁，依山傍水，土地肥沃，稻浪滚滚，花
果飘香，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立石社区
2015 年由立石村改名而来，其实是一个农
村社区，以农副产业和务工为主，主产粮
食、绿色蔬菜、特色水果和饲养家禽家畜，
村域面积3.5平方公里，5个村民小组，1520
人，人口以周氏为主，高达44%。

巴河，是立石村民的母亲河。立石子
因巴河岸边两块高约5米的长方体石块得
名。立石子街、立石子码头、立石村，也因
为这两块巨大的立石得名。

立石子，还是原达川区福寿乡的别
名。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立石子
建立福寿场，1935年设立达县福寿乡，1940
年设立九福乡，福寿并入九岭乡，1952年分
设福寿乡，1956年1月再次撤福寿乡并入九
福乡，1957年10月复置福寿乡，2004年撤福
寿乡并入石梯镇，福寿乡立石子街成为如
今立石社区的三组。

立石子街又叫新场。1815 年，入川始
祖周亚乐第15代孙周世涛与符家、潘家等
六姓氏商议修一条横街，达成一致意见后，
各姓卖掉清明会的公田，买来250米长的熟
田熟地作街道地基。同时，周家出 80%的
钱，动员当地有钱人来这里修建店铺，不到
一年时间基本建成。街北建王爷庙，街南
修黄龙寺（俗称黄岭庵）。北端的王爷庙简
单，1932年在此建立石子书院，1935年成为
福寿乡政府场地。

立石社区的发展史，有文字记录的可
以追溯到明朝。据川东周氏世谱工作委员
会编印的《周氏世谱》记载，明朝弘治年间，
湖北麻城一带灾荒连年、瘟疫横行，人们纷
纷外出逃生。弘治三年（1490 年），周氏入
川始祖周亚乐与潘、覃、温四血亲老表经过
商议后，携带家眷族人，从麻城县孝感乡高
阶堰洗脚河出发，溯长江而上，来到长江支
流巴河岸边的今达川区石梯镇立石子一带
落脚。随着其他姓氏的到来，逐步形成了
四合沱、中房湾、周家营、何家湾、潘家湾、
厅上、屋家湾等院落和立石子街，建立了一
个以农耕、捕鱼为主，儒家文化、孝善为一
体的传统村落。

年代久远的众多古院落

立石社区的传统院落有一字型、三合
院、四合院，全是青瓦屋顶，穿斗木结构，以
中间堂屋为轴线，左右对称，堂屋两边为正
房，三合院和四合院的左右为厢房，又各以
小堂屋为中心讲究对称排列。堂屋栋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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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占地面积8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平
方米，一层15间。该院为清代潘融春进士
在老家的审案处。骑马石、桅杆残件和审
案处遗址至今仍存在。同组的周家院子，
占地面积 1520 平方米，建筑面积 720 平方
米，一层19间，直角形排列，青瓦屋面，穿斗
木结构，雕花木窗，青石板院坝保存基本完
好。人称“假范哈儿”的周维元曾在此居
住。该人七岁离开老家，乞讨至大竹，被范
哈儿（范绍增）收留，长大与范之姨侄女结
婚，后当兵抗日献身。

三组的何家湾院子为三合院，占地面
积1080平方米，建筑面积516平方米，一层
15间，青瓦屋顶，穿斗木结构，堂屋两边为
正房，左右两边为厢房。雕花窗十分精致，
堂屋门彩绘落地，门神至今清晰可见。据
传何家先祖何其太曾任湖北府官。

四组的明朝房子，占地面积 420 平方
米，建筑面积270平方米，堂屋宽7米多，一
层9间，一字形独幢木房，青瓦屋面，穿斗木
结构。居住过被彭德怀任命为团长的周新
龙（又名周东）。

最为大气的是五组的四合沱周家大
院，为上四合院加下三合院组成的连体院
落，系清代进士周鹤年、周鵰父子所建，占
地面积5333平方米，建筑面积1080平方米，
一至二层21间，背靠山梁，面对巴河，气势
磅礴，宏伟壮观，房前立有一对桅杆和龟石
神道碑，有8个天井、两道朝门、13个粮仓，
周围有古片砖围墙。除大朝门、桅杆、神道
碑、粮仓被毁外，两大院落基本保存完好，
一口古井至今仍在饮用。如今住有周新
安、周新定、符纯清等10多户居民。

传播文化的立石子书院

1932 年农历八月十五，是传统的中秋
节。这天，当地进步青年覃介福、覃仲芳两
兄弟和周北葱、潘若游共四人，相聚在四合
沱院子的周北葱家，商议创办学校、传授文
化知识事宜，最先选址在四合沱作坊旁，计
划占地三亩二分，但因资金不足，后决定设
在立石子街南头的黄岭庵寺庙（今立石社
区三组），取名立石子书院。

立石子书院牌匾系柏木材质，长 1.8
米，宽0.5米，其字由周念斧题写，悬挂在黄
岭庵寺庙的正殿上。书院共占用厢房八
间，内摆放有八仙桌、茶桌等。书房存放

《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等多种书籍1805册，
其中《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千家诗》

《廿一史弹词》《增广》和《幼学》书籍最多，
周北葱的进步书籍高达193册，是当时川东
农村并不多见的新书院。

立石子书院创办初期，覃仲芳任院长，
覃介福任名誉院长，覃介福、周北葱、潘若
游、周念斧四人任教，有20多名学生。1937
年立石子书院改名立石子国民初等小学，
1947 年改为九福乡第二高小，地下党员覃
作泮任校长。解放初期，开设小学1至6年
级，10多名教师，100多名学生，1954年更名
为福寿乡中心小学，1969 年办戴帽初中。
1972 年分设中心校和初级中学，初中最高
峰有700多名学生。为当地培养了大量的
建设人才，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了大批的合
格新生。今为石梯镇敬老院。

立石子书院创办88年后的2020年，年
逾古稀的原福寿乡中心校退休教师周新安
先生，利用四合沱老家（今立石社区五组）
的三间住房，自掏腰包装修房屋，添置书
架、阅览桌椅以及字画、宣传栏等，添置各
类书籍3000多册，恢复了立石子书院，并于
当年 10 月 25 日正式对外开放，供市民阅
读。此举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关注及赞
扬。四川文理学院在这里挂牌设立了红色
文化研究基地和巴文化普及点。

村中的红色文化和故事

立石子，1933年红四方面军驻扎期间，
大量青壮年踊跃参军，转战南北，鏖战疆
场，不少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立石
子，这块红色的土地，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
事，至今还在民间广泛流传。

红军树：幽静的石梯镇敬老院大院里，
并排着3棵桂花树，高达挺拔，枝繁叶茂，花
开时节，满院飘香，沁人心脾，成为这里的
一道靓丽风景线。人们把当年红军拴过战
马的3棵桂花树称为“红军树”。1932年农
历八月十五，覃介福、覃仲芳、周北葱和潘
若游创办立石子书院时，商议每人栽一棵
树作纪念。他们从桥湾乡周家河周老七家
挖来四棵粗大的桂花树，先栽植到四合沱
花园旁，后移植到立石子书院时死了一
棵。1933 年红军路经立石子，部分红军驻
扎在立石子书院，拴马于桂花树。覃仲芳
率先接受红色思想，报名参加了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陕西省副
省长、国家城建总局副局长等职，享年 96
岁。早年教书的覃介福，精通中医，并经常
为群众免费看病，解放后曾任达县政协委
员兼秘书长、达县人大常委副主任，临终前
告知儿女将自己毕生积蓄的一万元钱捐给
了福寿乡中心小学，作为贫困儿童助学金。

红字洞：覃家梁的岩壁上，有一个3米
见方的“魁”字，宋体楷书，结构合理，笔力
浑厚，入石三寸，数百米远都能看见。传
说，一是入川始祖周亚乐第十三代孙周鹤
年考了个“魁甲”所致，二是武状元潘大刀
为彰显其荣耀，于嘉庆十年所刻。“魁”字岩
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天然岩洞，传说“八大
王”剿灭四川时，上千的土匪钻进洞内，无
一人活着出来。因洞内有许多蝙蝠，人们
便称为蝙蝠洞，又因洞外岩壁上刻有一个
大“魁”字，又称魁字洞。1933年，红军路过
立石子，在岩洞驻营。当红军急行军路过
魁字岩时，天色已晚，又时逢下雨，道路湿
滑，载物过重的战马突然脚一滑，从悬岩边
掉下摔死，血流一地。红军宣传队战士用
鲜红的马血，将岩壁上的“魁”字涂抹一
新。从此以后，人们就叫这个洞为红字洞。

红军寨:位于福寿巴河南岸的红巾寨，
传说农民起义的红巾军曾在该寨驻扎过，
因此得名。古寨面积约50亩，两面是悬崖，
易守难攻。1933 年，红军曾在这里和附近
的长安寨、新寨、打鼓寨等地驻扎过。红军
驻扎时，白天同当地农民一起干活，帮助老
百姓搞生产，晚上归队练兵。红军走后，人
们便把这个寨叫做红军寨。

(下转09版）

立石子立石子：：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底蕴深厚 传统院落众多传统院落众多
□达州日报社社区记者 郑景瑞

受周新安老师和同学谯继的盛情邀请，初春时，笔者初来立石

社区，红字洞前的荆棘就给笔者右腿留下一道长长的伤痕，而印象

更深的则是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村落。初冬时节，当笔者再次来

时，这里已成为达州图书馆的流动图书室、四川文理学院的研究基

地；红军后代秦次森等也专程从北京、成都远道而回，看故乡，寻乡

愁，追忆父辈的革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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