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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山之中，寻遗落的山寨痕迹
龙潭寨 殷氏寨松

龙潭寨坐落在美丽的花亭湖畔汤泉乡龙潭寨村。
695年前，江西大水成灾，一位名叫胡诲琏的中

年人，背着父亲胡早仁和母亲杨氏的尸骨，由江西瓦
屑坝出发，携妻带子，准备前往岳西天堂寨安家落
户。胡诲琏一家辗转千里在一个名叫竹林窠的地方
顿感疲乏，于是，在此地小憩片刻后继续前行。

到吃中饭时方才发现干粮袋丢了，胡诲琏让家人
就地等候，只身返回寻找，终于在竹林窠找回干粮。
胡诲琏高兴欲返，突然发现此地龙脉旺盛，溪流灵动，
两侧山峦青翠环抱，这正符合“山环水抱必有大发”的
风水定律，遂不再前行，决意定居此地。他，就是龙潭
寨胡氏一世祖诲琏公。后来，胡氏后裔一直在祖居地
的河床两岸繁衍生息。

龙潭，是这些水潭中最大的一口潭，地处龙潭
冲胡百万老人故居旁边。在潭壁深水墙上，由白色
岩石长成一条长五米宽二十厘米形似蛟龙的花纹，
这条花纹弯曲如动，有头有尾，甚是奇特，像是一条
活生生的蛟龙游在潭上。故此，古人将此潭称做

“龙潭”。
龙潭寨村境内居住着胡氏、斯氏两大姓族，在斯

家组斯家坂内至今还保存着一幢斯氏名人的豪宅。
此宅建于清光绪年初，是一幢上连五、下连五及两厢
房的四水归堂屋。这是咸丰年八品顶戴的文林郎大
学士斯荣卿老人的故居。老人文武双全，且为官清
正，乐善好施。

此居屋至今有百年历史，保存完好。

龙潭寨：龙脉旺盛引胡氏先祖
地点：太湖 河山寨：奇石林立各具情态

地点：岳西县

河山寨位于岳西县响肠镇东边，主峰海拔1222.9
米，是响肠镇的最高峰。它距闻名全国的天柱山仅有
十华里。

上山之前要经过山脚下那片上百亩的山塬——
天竹坦。山道在天竹坦中间，沿途生长着笔直粗壮的
黄山松。

山崖间的那条壁陡的小径叫梯子岭，沿着梯子岭
可以攀上山顶。崖缝间生长着许多黄杨木和黄山
松。生长在崖缝间的黄山松，因为风霜雨雪的打压，
树干粗矮，树枝曲折。

山下有一条小溪，溪边有一巨石，石旁有一深
潭。这溪叫桃花溪，潭叫桃花潭，石叫书生石，山上那
个岩石叫望夫岩。这里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从前有个呆书生，独自散步迷路来到了大山里，
一只大鹰把他叼到了山上，是蛇精变人把他救了下
来，两人便做了夫妻。一日天气炎热，蛇精到桃花潭
中洗澡，又化成美女回到山上。这一切都被书生看
见，书生害怕，便逃离了山庄。从此蛇精思夫心切，天
天到望夫岩上眺望；书生也因日久情深，又回到了桃
花潭旁，但王母娘娘不准人妖相会。后来书生在山下
化成了一块细长俏立的书生石，蛇精在山上化成了一
处突出半空的望夫岩。

河山寨上还有很多奇石，有的突出于崖上，有的生
长在林边，有的横卧在溪中。这些石头各具情态因形得
名。如猴子石，似猕猴嬉戏；猫头尖，如灵猫抬头……

在山的北面树林里有石如老翁，石上有一洞，传
说洞内出米。从前，曾经有一支起义军，在山上扎寨
造反，劫富济贫。山上修有坚固的石头寨墙，官军围
剿三月，山中粮草已尽。一天大寨主命二寨主腋下夹
住飞行工具乘风飞行，去讨救兵，可是只飞到小寨就
掉下去了，小寨因而得名“亭子”，其实是“停子”。二
寨主未能成功，大寨主叫三寨主飞出去讨救兵，三寨
主飞到一处平地也掉下去了，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匍
地弯”。山中兵士饥饿，神仙有心搭救。有一天，一个
小兵巡逻，发现北山石头洞里出米，就喊人来搬米，人
们一边搬，洞里一边出，源源不断，这些米刚刚够士兵
吃饱，直到官军退去，才停止出米。

河山寨上的植物物种也十分丰富，较为珍贵的有
水杉、望春花、苦丁茶、黄杨木、鱼鳞木、金钱松、山樱
花等等。其中水杉十分珍贵，它是侏罗纪的遗存。

登上古寨三峰之巅，极目远眺，山中奇峰汇聚，
峭壁千仞。

在殷氏寨三峰和四峰之间，有一天然瀑布，高约
70余米，由天然山泉水汇聚形成。远看为一条长长
的玉带，在太阳照射下，形成一条彩带，从空中抛洒
而下。洪水季节，其景更加壮观，犹如天上银河落入
人间，清代进士程谦诗云：“一条白练挂晴峰，络石萦
林绕数重。到底山溪留不住，东趋大海助蛟龙。”

殷氏寨建于南宋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相传
宋末元初，遗臣曹屏章率部在六万寨安营扎寨，他的
夫人殷氏便在殷氏寨立寨安营，两山尖可摇旗呼应，
互通警报，倘一寨受敌，另一寨即可移兵相助。一日，
曹因眷恋夫人，摇旗为号，佯装受敌，夫人驱兵赶到见
状甚怒，旋即率部回营。一次果真敌围情急，曹即令
摇旗求援，夫人误为前伎，不为所动，曹因无援，寨
破。至今，此山尖残存旗座依稀可见。

殷氏寨：夫人安营为移兵相助
地点：霍山

坐落在潜山县城南面的天宁寨，“一台高耸，螺
旋而上者数丈。”东汉时，曹操麾下大将张辽曾在此
屯兵，民间传说此处是曹操 83 万兵马一夜之间筑
起的点将台。北宋庆历年间，寨上始建天宁寺，明
将史可法在这里安营扎寨,后为张献忠所破。从
此，衍生为天宁寨。

不过，天宁寨的声名，还是由于与王安石结缘而
享誉千年。宋皇祐三年（1051），31岁的王安石任舒

州通判，来到潜阳。本来，他在鄞县任满以后，朝廷
大臣欲为其谋求一个官职，且朝廷颁下诏令，催他到
京都候试，他却希望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
选择了通判这个地方官。他在天宁寨通判厅侧边建
起楼阁，是为“舒台”，夜夜在此读书吟哦、处理政
务。在皎洁的月光下，王安石埋头攻书，月下东山，
王安石又拨亮清灯，伏案疾书，窗口彻夜吐出缕缕清
辉。天长日久，百姓就把此情此景誉为“舒台夜月”。

天宁寨：王安石在舒台读书吟哦
地点：潜山

野人寨,简称“野寨”,又称“谷口”,是进入天柱山
的必经之地。为什么这个依山傍水风景如画的地
方,偏偏有这么个野性十足的名字呢？说法有二。

宋末咸淳年间（1265－1274）,元军大举南侵,
安庆知府范文虎屈节投降。刘源响应朝廷号召,组
织当地民众,抗元自保。刘源,自号“刘野人”,系今
潜山本地的土豪,“性慷慨,识大义,有谋略”,他率领
的义军就驻扎在天柱山上,十里一营,五里一堡,鼓

角相闻,在谷口扎的第一寨为“野人寨”。刘源抗元
前后坚持18年之久,壮怀激烈,威震一方。

还有一个传说,很早以前,这里常有野人出没,
伤害人畜,百姓苦不堪言。听说这野人嗜酒,县令决
心牺牲自己,解救民众。一天,他带着美酒佳肴,钻
入野人居住的洞穴,陪野人饮酒。按事先约定,上面
的衙役用生铁水很快将洞口浇铸,县令与野人同归
于尽,百姓得以安宁。

野人寨：抗击元侵十八年
地点：潜山

河山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