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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盛经开区青年镇西部邻桐梓县坡渡镇处，有座
较高的山，当地人祖祖辈辈称其为“麻泰山”。

麻泰山山体雄浑，与金佛山余脉南天门大山呈“T”形
相连，大致呈东西走向，长约3公里、宽约2公里，南边山
麓属于桐梓县坡渡镇联盟村，大山主体属于青年镇燕石
村。当地人说，贪心的人爬麻泰山走不回来。

我不明就里，决心去探险。翻过海拔1000米的燕石
村元木沟垭口，到坡渡镇那边，看麻泰山有突出的五个山
头一字排开，中间山头最高、山峰最尖，那就是主峰，海拔
1417米。主峰两边的山头分布均匀，依次略低。五个山
头就像人们竖立手掌的五根指头，形成四个较深的垭
口。燕石村人以前称主峰为麻泰山，后把这“五指山”统
称为麻泰山；而坡渡人一般称该山体为笔架山。麻泰山
因高大雄伟，是青年镇的最高峰，实际上这里的“泰山”是
麻痹人的，且与相距3公里的另一山体半山上的麻姑洞南
北相望，所以得名。

麻泰山南边最险，我走到半山腰后迷失了山路，
退回到元木垭口，坐在南麓避暑山庄院坝边望山兴
叹。燕石人说经北面上麻泰山容易些，山路没南面陡

峭。从燕石坎翻山到达梅子坝，再往海拔更高处走到
三岔沟。从海拔近 1000 米的三岔沟沿一层层山岗
走，跨过一个个懒洋洋的山坳，穿过一丛丛茂密的松
林。松间小路有一层厚厚的松针，松林下也没有什么
杂草、藤蔓。约行1.5小时，到达麻泰山半坡。给我带
路的燕石村陈姓老人已满86岁，旧社会读过私塾，边
走边介绍这里的地理情况。我了解到麻泰山从东向
西的四个大垭口分别为二台子垭口、槽背后垭口、石
人垭口、团箐垭口。每个垭口有每个垭口的故事。一
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从侧面看起来很近，实际相距约
500米。

麻泰山半坡原有一庙，屋檐悬有一口高约1米、开口
直径约0.7米的铁钟。铁钟铸于清代，铭文有捐资者姓
名。1958年兴办集体伙食，敲钟吃饭。三年困难时期，
集体食堂解散，铸钟被人当废铁变卖。如今麻泰山上庙
基仍存，淹没在荒草杂树中。

麻泰山山顶光秃秃的，是石头和砂质黄壤。山下的
石头为石灰石，山顶的石头居然有青砂石。山顶的一边
有松树，接近山顶的松树枝干粗短，盘曲虬扎，叶稀形

傲。这里终年风盛，山坡大片的箭竹多数倒伏枯黄了。
也有灌木丛，荆棘遍布，难以穿行。南面有长约300米、
高约100米的石灰岩悬崖，不可攀登，表面斑驳的岩纹，
人们说是神秘的天书。

从主峰下山走到西边第一个山坳，找到一处挺立的
山岩，为石灰石大石柱，高约20米，四面无所依傍，山下
的人称其为“石人”或“石菩萨”，该垭口就是“石人垭
口”。“石人”旁边，有一积水凼，深约尺许，直径约2尺，水
质清洌。老人介绍，过去这水凼边放有一个喝水的小铜
碗，倘若有人喝水后起贪心，把铜碗揣入怀中，便转来转
去怎么也走不出山林，最后仍会走回到这凼水边。把铜
碗放回去后，很快就找到了回家的路。我们找那百年前
的铜碗，居然在杂草丛中找到了，哪知我拿起碗没走几步
就摔了一跤。同伴想拿去作纪念，走了数十米，脚下鞋底
开裂。我们劝他把铜碗还回去，怕天黑前走不出丛林。
他赶快把碗放了回去。

不用分辨故事的真伪，我相信麻泰山能麻倒很多人，
特别是贪心的人。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教育局）

一 建筑精美绝伦
彭氏民居俗称“彭氏庄院”，又称“彭家大院”“彭瑞川

庄院”，始建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
彭氏祖籍江西安福，先人彭氏为明正统十三年（1448

年）科举状元，曾入内阁参预机务，累官至太子少保。后人
又任吏部尚书、四川布政使司，迁徙落籍四川。再经一二
百年，家族人丁兴旺、人才济济，后人中有人任礼部尚书、
吏部尚书、军部元帅、将军等，家业昌盛。清朝中后期，后
裔彭瑞川获盐业专卖特许，食盐经销独占重庆各地，并远
销云贵川等地，富甲一方。至清嘉庆年间，积下不菲家产，
先后在南泉、界石、鹿角等地修建豪宅，清道光二年，选址
白鹤林始建“彭家大院”。清末民初，彭氏家族内部纷争不
断，加之部分族人吸食鸦片，彭氏家族逐步走向衰败。

彭氏民居由前中后三厅、二层楼房组成“器”字形四
合院，大小房间77间，12个天井，分别由10个回廊式小
四合院组成，建筑面积3860平方米，占地面积5320平方
米。整个院落坐东向西，四周用高达5至7米的砖石围墙
或风火墙维护；屋面均施小青瓦，青石铺地，整体构成复
式廊庭式四合院。院内有百年桂花树（金桂、银桂）3株，
国家二级保护黄葛树2株。民居日照通风、给水排水系
统布陈合理，且长期使用、精于管理，致雕梁画栋、穿檐斗
拱保存十分完好。

彭氏民居随处都布满了各式镂空圆雕和深浅浮雕，

戏曲人物、琴棋书画、龙凤花鸟一应俱全，无不栩栩如
生。遍布庭院角角落落的雕刻纹饰，其精美绝伦的程度
让人惊叹。不仅是木雕构件，整座大院的石雕、石件，也
让人叹为观止。

二 与办学结缘
1939年，彭氏民居成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

所在地，学校本部设在重庆小泉。1940年，研究部迁本
部，在此地创办了立人中学。

1946年秋，在董必武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倡导
和支持下，由著名学者、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吴藻溪，民革
党员邹明初和民主进步人士熊雯岚、漆文定、王克诚等人
策划，在重庆实用工商专科学校基础上，创办了西南学院。

1950年初，西南学院由西南革命大学接替。彼时，
由于第二野战军伤病员无地就医，经董事苗迪青、楚图南
与邹明初、王克诚等研究，并报吴藻溪知晓，决定将校址
借给川东行署卫生厅，建立医院、卫校和荣军学校。西南
学院宣告暂时停办（没再恢复）。

1953年，在彭氏民居创办了重庆市第二十七中学，
1984年到1993年改为四川省重庆市南泉高级职业中学；
1993年至1998年改为重庆市南泉高级女子职业中学；
1998年至2002年改为重庆市南泉高级职业中学。

重庆市于1992年、2000年先后公布彭氏民居为重庆
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1月，经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
府批准，彭氏民居产权移交巴南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彭
氏民居现处于重庆正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校区内，由区
文管所派专人管理。

三 燃起革命烈火
抗战胜利后，吴藻溪、邹明初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

在总结经验时认识到：过去所办学校都是临时性的，面对
全国新的争取和平民主运动高潮即将到来的形势，重庆
地区需要一所比较正规的高级院校，作为开展人民解放
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而实用会计专科职业补习学
校已具备向大专院校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吴藻溪、熊雯
岚向董必武请示。董必武立即表示支持，并代表南方局

拿出300枚银圆，作为大专院校创办基金。吴藻溪建议
校名定为“西南学院”，校址仍为南温泉，董必武、邹明初、
熊雯岚等表示同意。

西南学院董事会正式成立后，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并
报董必武、徐冰、潘梓年同意，聘请孔祥熙为名誉董事长，
作为“挡箭牌”，并由他做主，将彭氏民居作为校址。1946
年秋，西南学院正式成立，由邹明初任院长，吴藻溪任教
务长（吴藻溪去上海后，由民盟中常委马哲民任教务长），
李文钊（民革党员）任训导员，郭则沉（农工民主党中常
委）任专科部主任，王克诚任校董会董事、老师兼女生部
主任。学校教职员和学员中，民主进步力量占优势，如潘
大逵（民盟中常委）出任教授，彭友今受中共重庆办事处
派遣出任教授，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张友渔、
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曾到学院讲授政治课。

1946年9月，中共重庆市委派江竹筠到西南学院建立
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中共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在该
院设立了地下机关。学生也有订阅《新华日报》的。在1947
年1月爆发的全国性反美“抗暴”运动等历次重庆学生运动
中，西南学院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1947年1月3日，重庆
学生“抗暴联”成立，西南学院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抗暴游
行中，西南学院马哲民、李文钊、罗克汀教授等教职工参
加。在该院学生罗广斌创作的《红岩》一书中，有很大一部
分取材于西南学院。学院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宣传革命的
讲台、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隐蔽革命力量的据点。

1948年春，国民党重庆当局强令西南学院改名，校
内学生运动一度处于低潮。1949年2月，受中共川东地
下党委派，黄石声与王克诚取得联系，在学院秘密开展学
生工作，并迅速打开局面。

1947年6月1日，重庆各大中院校约定开展反内战
游行示威活动。当日凌晨，国民党反动当局派重兵包围
学院，抓捕进步师生30多名，为重庆大中院校被捕人数
最多的学校，还有10余人列入黑名单，因当夜未在校住
宿，幸免于难。

重庆解放前夕，王克诚等安排学生去彭水、武隆、龚
滩、南川等地迎接解放军。在解放重庆南大门南泉的战
斗中，西南学院组织进步师生冒着枪林弹雨开展支前工
作，向解放军提供情报等，为重庆解放作出了贡献。1950
年4月，西南学院正式停办。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重庆巴南彭氏民居，是重庆主
城最大的清代民居，这座古香古
色、精美绝伦的建筑，坐落在南泉
街道白鹤村。九三学社创始人吴
藻溪、王克诚、漆文定等民盟先贤，
曾在这里建立西南学院和九三学
社重庆分社，开展革命活动。这里
曾燃烧过革命的烈火，播下革命的
种子，闪烁着革命精神的光芒！

贪心走不出麻泰山
□曾庆福

董必武代表南方局拿出300枚银圆
重庆最大清代民居办起西南学院

□胡平原

巴南彭氏民居巴南彭氏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