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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个故事来，也不知是发生在什么时代，总之
已经很久远了。

传说在很久以前，小耿屯有户邱姓人家生了一位千
金，奇怪的是在生养她的那一天，天空突然飘来一朵彩
云，还夹带着细雨，云越飞越近，渐渐地飞临小耿屯的上
空，然后渐渐长大，逐渐有几间房大的样子，人们从金光
闪闪的云层中，突然看到金甲翻滚，再然后看到探出一只
爪来。这只爪只露了几下，便缩回了云层中，接着云层闪
出金光，渐渐缩小，越飘越快，猛然间就朝着邱家的房子
飘去，这时候正是早晨八点，在过去也就是辰时。一个女
人从房中跑出来叫道：“老爷，生了生了，是一位千金。”千
金嘛，就是女孩。邱员外听了，高兴异常，忙跑到妻子房
中，伸手就要抱起女儿。夫人说：“她太小了，你别弄疼了
她。”邱员外忙说：“知道，知道。”说着，小心翼翼地捧起女
儿，只见小女肉肉嫩嫩的小腿胡乱蹬踢，眼睛滴溜溜四处
环顾，末了，突然眼睛盯着邱员外，咧嘴笑了起来，喜得邱
员外用嘴去亲。邱夫人忙挣扎着虚弱的身体说：“别亲
她，你那胡子扎人。”邱员外呵呵笑着放下女儿。娶了个
啥名现在也不知道了，暂且叫她邱姓女吧。

邱姓女生下的第二年，邱员外又生了个儿子，姊妹
二人就在二老的抚养下长大成人。

邱姓女长到了十六岁，出落得十分标致，成了附近
出名的美人，针线女红也是出类拔萃，附近的人家纷纷
前来求亲，可是二老都没有看上。邱姓女看那些人也是
正眼不瞧，显得不消一顾的样子，但是，每天她都会站在
门前看着宣威城来的方向。对了，那时候，宣威还不叫
宣威，叫宛温呢。她站在门前看呀看，直到有一天，很猛
烈的阳光散发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就在这时，一对父
子从宛温方向而来，到了这里正遇下雨，忙钻到邱家的
房檐下避雨，说也奇怪，檐口伸出并不多，可连扫风雨都
没有沾到一点，他父子移到那儿，那儿没雨。父子二人
正要敲门，邱姓女走了出来，说：“终于等到你了，快进
门。”说着，三人进了屋，邱姓女对父亲说这才是她的夫
君，她们是天定有一段情缘。邱员外听如是说，忙展眼
细看，才发现小伙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真一个好小
伙。忙问姓氏和家庭住址。小伙答，他是大松树卡以头
村李姓人氏。就这样，邱员外和李老汉给儿子姑娘定了
亲，并商定了过礼和娶亲的日子，之后，李姓小伙和父亲
才回了家。

李姓小伙按习俗过了礼，等到娶亲的日子，请了一
大群人吹吹打打迎娶新娘。当娶亲队伍用骡子驮着新
娘从小耿屯回转走到现在的羊场镇清水塘时，由于天气
炎热，便坐在路边歇气。新娘说她口渴，想喝水。于是，
新郎背她到路外边一个小水井旁放下。新娘弯腰在井
中喝水，一下便喝干了整井水。就在这时，天空中忽然
炸雷响了起来，云彩翻滚，娶亲队伍见状，慌忙跑到路旁
一个大石头下避雨。等到新娘抬起头时，只见她脸上突
然就起了龙甲似的鳞片，一片片的金光闪闪。紧接着一
声轰隆隆巨响，脚下的土地就朝下塌陷，邱姓女跟着朝
下陷落。李姓小伙见状，慌忙抢救，没想塌陷速度太快，
他也跟着落了下去。

这时候，众人听到巨响，慌忙跑来查看，抢救新郎新
娘。没想到那地方居然塌陷成数亩大的坑塘，地下水汩
汩地直往上冒，瞬间便形成了一个湖泊。邱姓女和李姓
小伙在水中翻滚，滚着滚着就变成了两条龙在水中旋
扭，起浮不停。众人惊骇。突然龙折转身来，对着娶亲
送亲人说：她们是天上的龙，被安排就任新湖清水塘龙
王，就任时间到了，他们这就去上任，望亲戚不要记挂，
他们以后会在天上保佑他们的。说毕，便双双游进湖
底，云雾瞬间散去，天空变得晴朗起来，水面平静清澈。
打那以后，湖中的水就不升不降，一年四季常清，从来不
会浑浊。也打那个时候，湖就叫了清水塘，无论赶街还
是进城过路的人来到清水塘，遇着下雨天气，只要去到
娶亲人避雨的山后大石岩下，方圆几丈的地方都不会下
雨，每逢天旱之年，只要小耿屯邱姓后人或大松树卡以
头村李姓后人前来杀羊祭龙，一准会下雨解除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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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热情好客，一见到我们刘师傅就忙着
招呼我们到屋里坐，并吩咐她老婆给我们
倒水。刘天平家院子里排放着一头早已
宰好的猪，地上盛满水的大盆由于气温下
降已结了足有3厘米厚的一层冰。

抬眼望去，刘天平家的中院里有一间
用石板铺的房顶——石板房，我好奇地问
道：“刘师傅，你家的石板房什么时候建
的？是不是你们村的房屋都是石板板？”
经我一问，刘天平立马打开了话匣子。“我
家的石板房从我记事起就已住了，最上排
的瓦房是前几年条件好转后建的，你要看
石板房的话，公路下面很多，你沿着公路走
下去就可以看到了，大多是石板房……”刘
天平边分割着猪肉边向我们介绍着大海
乡的风土人情。

梨树坪村委会距离会泽县城有近20
公里，所辖7个村民小组约200户村民，
当地有的一种天然青石板，早些年经济
还很落后时，村民们起房建屋都是就地
取材，墙用土垒起来，屋顶用石板代替瓦
搭建房顶，家家户户建房几乎都是自己
动手就能完成。几十年前，大海乡的村
里都还是一排排石板房，如今，条件好
了，村里近一半的村民也建起了砖房。

“听老一辈人说，最初是有村民耕地时，
发现了这样的石板，于是就背回家取代

茅草屋顶。后来发现石板做屋顶的效果
很好，雨淋不着，不像茅草屋顶，遇到大
风大雪，会被大风吹跑，会被大雪压垮，
于是村民们便开始跟风效仿。”刘天平回
忆说。近观石板房顶，一块块石板层层
叠叠，横竖都有，错落有致的重叠在山村
的房顶上。大小石板之间的缝隙，村民
们在建房时就会用更小的石板填补上。

“这石板房结实得很，几十年上百年都不
会有事，夏天住着凉快，冬天就用一些草
垛平铺在房顶上，可以防风，住在屋里也
暖和。”刘天平说。

我们顺着公路下去，远看一排排村民
打造出来的石板房，虽然历经无数风雨、
久经沧桑，却万古千秋的一排排立在梨
树坪村。刘天平介绍梨树坪下面就有一
个地方可以挖到青石板，当地的这种青石
板，具有天然“纹路”，且“纹路”笔直，一层
紧贴着一层，层与层之间似乎仅只是勉强
粘连在一起。人们沿着岩石两端的“纹
路”缝隙，找准合适的角度、锤起锤落间，
一整张天然的石板就这样剥离下来。脱
离开来的石板厚度不一，大致在三四厘
米，石板表面光滑，通体泛着青黑色的光
泽。由于石板太沉重，村民们都是用人背
马驮才搬到村里的。

石板房坚固耐用，梨树坪村的刘天
平没事的时候就坐在自家房顶抽烟乘
凉，欣赏日落，静听鸟鸣。当我们来到一
道陈旧的木大门前，只见用大小不一的
石头砌起来的围墙边坐着一位 85 岁的
老人，后来得知老人叫李开法是村里的
最长者。老人年轻的时候，为了盖房娶
媳妇，带领村里一帮年轻人跑去几十里
远的山里背石板挣钱。他手里拿着的，
就是当年背石板用的木制背架。66 岁
的佟顺云住的房子是祖父辈传下来的房
子，已有近百年历史，虽然阁楼已坏，但
屋顶一直坚固。62 岁的佟文龙至今还
住着父辈留下的房子，“我生下来就住在
石板房里，除了冬暖夏凉外，石板上还能
晒苞谷。”

刘天平说原来到梨树坪的路全是土
路，而且高低不平，这些年已修通柏油路，
村民们种了玛卡和桃子，经济收入增加
了，条件越来越好了，但大多数村民舍不
得把旧房翻新，不是没有钱，而是住习惯
了石板房，难以割舍与石板房的感情。远
山白白的雪、一群群觅食的山鸡和梨树坪
村的鸟鸣狗叫声，映衬着饱经风霜的石板
房，让这个沉寂的小山村变得生机勃勃，
俨然一幅山村水墨画。不知多年后，我们
是否还能再见到这为人们遮风挡雨的石
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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