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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色古香水磨房

漫步古墨村，错落有致的水磨房、清

澈见底的流浪河、干净古朴的民居映入眼

帘，构成了一幅既饱含历史沧桑，又充满

生机活力的山水画卷，融民俗之纯、汇自

然之真，给人恬静、安逸之感。大大小小

的水磨房分布在流浪河沿岸，形成壮观的

磨房群，这是农耕文化浓缩的珍贵记忆，

也是难得一见的人文景观。数百年来，这

些建筑奇迹见证着岁月流逝。

贯穿古墨村的流浪河河谷坡度大，

水流湍急，为村民耕种农田创造了有利条

件。“古墨村田少地多，粮食作物以玉米

和稻谷为主，村民祖祖辈辈都靠水磨房来

磨面。”据古墨村党总支书记禹丽娟介绍，

为便于加工面粉，人们利用河水的落差建

盖了水磨房。

古墨村的水磨房有两种构造：一种是

“单磨”，面积约 12 平方米，规模较小，

仅能放置一台直径约 60 厘米的水磨；另

一种是“夫妻磨”，面积 60 平方米左右，

内有盘式水磨和轮槽式石碾。这种石碾体

积庞大，由水轮驱动磨轴带动磨臂，在磨

臂的另一端是直径 1 米的石轮，沿着圆形

石槽碾压谷物。这种古老的石木结构机械，

在强劲的水流驱动下自动工作。

“过去，用老葫芦瓢给水磨房主人盛

两勺面，就算是酬劳。现在，古墨村还沿

用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即磨好的面流进

口袋里算面主人的，流到水磨外就归水磨

房主人所有。”禹丽娟解释说。

流浪河磨房群位

于临沧市凤庆县诗礼

乡以西约 11 公里的古

墨村流浪河中段，始

建于清朝年间，至今

还保留有数十间水磨

房，部分仍在正常使

用。2019 年，流浪河

磨房群入选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成为当地发展乡村旅

游的一张靓丽名片。

流浪河磨房群：农耕文化的古今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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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清朝年间的水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