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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人和事

屈氏大院历史悠久保存完好

来到千坵塝的大路口，一座高达7米的仿古门楼映入眼帘，上书“屈
氏大院”4个金黄色大字。前行约100米，保存完好的屈氏大院呈现在社
区记者眼前：大院呈三合面的方斗形，上下两院紧紧相连，均为穿斗木结
构，青瓦屋面，木板壁。两座院子保存完好。上面院子正房8间，两边横
房各3间。下面院子正房8间，两边横房各4间。在横房的半腰，还有精
致高悬的吊脚楼。房屋的雕花方格窗、雕刻花纹的石磉礅精美绝伦。院
坝里坚实而长满青苔的长条石阶，则昭示着历史的久远。

年逾古稀的屈氏大院屈福林介绍，据屈氏人发现房上一片古瓦上刻
的文字记载（康熙五十八年）考证，他们现今保存完好的屈氏大院，修建于
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300年的历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屈氏两个大
院共有170余人，30余户人家。如今虽然大多数人家已外迁，但仍有40
余人还在老院子居住。

屈福林老人还向社区记者讲述了屈氏大院的由来：据屈氏族谱记载，
屈福林系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第68代孙。清康熙二十八年，屈氏由湖北秭
归“填川”分支后，第八世祖屈元朝，自达县垂虹乡（今大堰乡）磐架沟北迁
落籍达县檬双乡（今属通川区）松坪村千坵塝，而今已繁衍18代，已历300
余年时间。经过渐次修建和维修，形成上下相邻的两座三合面传统大
院。而今屈氏大院除只有杨、岳两个异姓各两户外，其余全系屈氏人家。

两块距今数百年的“家风”牌匾

千坵塝地处檬双乡松坪村半山坡大石磐塝塝上，一眼望去，偌大的整
石磐延伸至山腰，纵向的山沟像一把利剑将石磐分为两半，屈氏大院就坐
落在这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石磐塝塝。

在77岁的屈绍林家，至今珍藏着两块弥足珍贵的“家风”牌匾。一块
挂在他家的墙壁上，长4.5尺，宽2.2尺，木板制作，上书“戒欺求谦”4个鲜
红大字，阴刻，署名怀洙，丁未年。据屈绍林老人讲，此牌匾为其曾祖父秀
才屈怀洙亲书制作。据考，此匾于1847年制作，距今已有170年。另一块
木质牌匾上写“清烈家风”4个楷书大字，为阳刻。匾长4尺，宽2.1尺。据
屈绍林称，该牌匾至今已有270多年了，无比珍贵。

石碾承载传统村落的历史记忆

在千坵塝，人文古迹甚多，除了保存完好的屈氏大院和珍贵牌匾外，
还有石碾子、蔂子、淀池等，至今保存，成为历史见证的活教材。

千坵塝地处整石磐上，塝田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天然岩洞，岩洞里至今
还有一个石碾，只是石碾的木架被毁掉。社区记者站在岩洞前，依稀还能
看到石岩上当年修造石碾的石刻文字记载，上刻：“同治三年屈曰才一人
造”10个字。屈福林说，关于这石碾子的修建，还有一个神秘的传说：很
多年前，乡亲们因没石碾碾米，常常为吃不成米饭苦恼。作为族长的屈曰
才也很苦恼。一天晚上睡梦中，一白发老人为屈指点迷津，说可以在悬崖
下修建一碾子，既可以避风雨，又可解决族人的碾米问题。于是，屈曰才
经过考察，就在大院当门下面的岩洞里开凿出了这个石盘碾子，该石碾是
屈曰才历时8个月才打造完成。

在离石碾子20多米远的地方，社区记者又见到一处整石磐凿了一个
圆形的池子，约5米直径，1.5米多深，池壁打了一个小洞，可以放水出
去。现池子底下也填了土，栽了菜。屈福林告诉社区记者，这是过去土法
染布用的池子。过去人们都是自己纺纱织土白布，那时没有人卖染布的
化学产品“膏子”，农家人便自己种植蓝子（可以做染料的植物），蓝子要在
池子里泡，所以建造了这样的石池子。

在一个古朴的传统村落里，能见到这么多的历史古迹和珍贵物件，实
属少见。但愿这些传统的历史文化能在屈氏家族的保护下，永远传承。
也期待历史学者能前去勘正，为达州的人文古迹再添风采。

（本报社区记者 谯继 邱一彪）

屈原第68代孙居住在通川区檬双乡？
探访檬双千坵塝屈氏大院的历史遗韵

达州人文历史悠久，散落在
民间的古村落也为数不少。在通川

区檬双乡松坪村6组小地名千坵塝的地
方，有两座三合面的传统村落，人称屈氏
大院，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近日，社区
记者慕名来到千坵塝采访，目睹了屈氏大院
的历史风韵。典型的川东北传统大院，岩
洞里深藏的石盘碾子，古老的珍贵牌匾，
一木一瓦，都传承着一个个精彩而悠
远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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