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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如蟠龙
曾是古代巴国蜀国分界线

据清乾隆《合州志》：“龙多山，在州西北一百里，委蛇
如蟠龙，故名。”清道光《蓬溪县志·山川》载：“龙多山，县
东南二百里，接合州界，绵亘深远，峰峦秀拔，为蜀名山。”

合州即今之合川。龙多山位于重庆市合川区龙凤
镇与潼南区龙形镇的接壤处，主峰在合川境内，海拔
624米。其山北有一巨石，中部断裂，自古为巴蜀分界
线。据载，唐宋时期，龙多山属合州赤水县辖境，立于巨
石上，可眺望重庆潼南、四川武胜。山上公鸡啼鸣，山下
邻近四围之三县村民均可听到，故有“鸡鸣三县”一说。
清嘉庆三年（1798年）在山上修建了龙多山寨。龙多山
寨有四门八个山头，东南西北四门分别对应永镇门、瑞
映门、太平门、迎恩门，城门都修建在绝壁之上，有着“峥
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气势。迄今城寨虽
毁，遗址尚存。

据著名史学家张森楷编纂的《民国新修合川县志》
载，龙多山八景曾称誉一时，自古有“峨眉天下秀，青城
天下幽，龙多天下灵”之美誉。龙多山八景即：鹫台献
瑞、飞仙流泉、怪石衔松、晴岚绕翠、黄龙吐雾、赤城旧
迹、横江白练、群峰堆翠。明嘉靖年间，合州知州刘士逵
远眺龙多山得诗一首《远眺》云：“凫舄三年降，龙多百里
程。久怀灵鹫胜，频上钓鱼城。霜堆枫叶下，秋色晚山
横。北望凝目处，浮云障帝京。”此诗道出对“鹫台献瑞”
的眷念。灵鹫台旁祥云弥漫萦绕，朦朦胧胧，真有云从

脚下起，瑞气身边来，一幅天然画稿。而每至深秋，黄菊
铺满半山，远远望去，宛若蜿蜒的黄龙。秋雾在山间缓
缓升起，城楼佛像，尽在虚无缥缈间，构成一幅神秘虚玄
的“黄龙吐雾”混沌画面。龙多山所在地原为赤水古城，
迄今仅剩遗址，古韵悠远。龙多山下，江波浩淼，烟浪横
江，如诗如画。

石刻碑林
精妙绝伦镌刻历史印记

为遍览风物，我们驱车转至永镇门，进城往右转，便
到了东面的二岩。在长达1000米的峻峭二岩上，至今
仍保留着自唐咸通以来，数以千计的摩崖佛像，众多的
题刻珍品让人应接不暇。

据介绍，龙多山现存摩崖造像94龛，造像1742座
(含千佛龛)，碑林题记93通。1946年，著名史学家顾颉
刚、杨家骆、傅振伦所著《大足石刻图征录》称：“合川多
唐代造像，龙多山跳珠洞咸通五年弥勒佛龛，其最早
也。”位于二岩长廊中的千佛龛由唐代咸通五年（864年）
合州赤水县主簿赵行捐造，刻浮雕迭坐佛像1000余座，
每尊高约0.10米，弥勒佛龛高1.08米、宽1.05米，内存
佛像19座，半浮雕，造型丰硕，衣褶流畅，有“吴带当风，
曹衣出水”之态。据考，千佛龛比世界著名的大足宝顶
石刻还要早320年，为龙多山摩崖造像最早石刻，雕刻
精细，形象生动，是重庆地区众多千佛崖造像中建造时
间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龛。

二岩吸引古往今来众多墨客骚人前来游览。在二
岩摩崖佛像之间，有大量的文字碑刻。据《龙多山碑刻
选》：龙多山现有石刻91块，保存较好、字迹清晰的有53
块，有《天宝年题记》《知县程公政事记》《张夫人梦佛记》
《龙多山题记》等佳作名篇。这些精妙绝伦的碑刻作品，
更为古老而神奇的龙多山，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道佛并存
“和合”文化的完美体现

据《合川县志》记载：西晋永嘉三年(309
年)有四川广汉仙人冯盖罗在龙多山上炼丹，
一日全家17人巨石上飞升仙去，从此龙多山
就闻名于世。后人称此为“飞仙石”。后人在
飞仙石附近修建了冯仙祠，即如今的玉清宫，
宫里仍供奉着冯盖罗的塑像。

据被誉为“缙云才子”的重庆人、宋朝进

士冯时行的《龙多山鹫台院记》载“山负于一道宫，三佛
刹，而鹫台为之冠”，由此足以可见，龙多山上道佛两教
并存。据考，一山有道佛二教并存的现象，在全国实属
罕见也。据清光绪《合州志》载：“武则天称帝时曾‘钦
敕’山僧在龙多山上建放生池。唐玄宗时山僧曾‘奉旨
醮祭’。”足以彰显龙多山在宗教界的崇高地位。放生池
面积约1亩，此放生池是武则天在位时所建的最大放生
池。近视，平湖如镜，农家房舍倒映在水中，彷佛水底迷
宫，令人飘然神往。拾阶而上，远眺放生池，浩淼的水天
一色，青螺浮水，白鹤低飞轻掠池面，泛起涟漪。

龙多山的西面为道教区域，东面为佛教区域。龙多
山上道教兴胜的历史，要比佛教久远数百年。

据山中道观居士介绍，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三，
数万名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虔诚地扶老携幼，登临龙多
山，香客、游客像一条矫健的长龙自山脚一直延伸到山
顶。他们有的在“飞仙石”登高远眺，有的在“七步弹琴”
踩着节奏听悠扬的琴声，有的掬一捧山泉入口……

龙多胜景
且看文采飞扬之诗词歌赋

据《合川县志》记载，唐末，孙樵被山间瑰丽景色深
深吸引，乘兴撰写了脍炙人口的《龙多山录》，以浓郁的
激情和洒脱的笔触记叙龙多山的位置、山势、轶闻、胜景
和游览的真切感受，再现了龙多山的雄伟、神奇。《龙多
山录》构思奇绝、词采飞扬，后被收入《蜀中名胜记》。

龙多山胜景，引来五湖四海之朝拜者、文人墨客，留
下灿烂的诗文。

《龙多山次冯使君韵》是宋代诗人白丙所作诗词之
一，诗文曰：“今日相逢慰别颜，获参后乘访龙山。古仙
已去灵踪在，杖屦寻幽喜共攀。”赞美龙多山的灵秀。

宋朝诗人彭应求《龙多山》诗：“一望东川尽数州，
依崖泉石更清幽。不辞挹月披云卧，揽取山房一夕
秋。”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并传达了一种超
脱尘世的意境。

明朝诗人何悌有《龙多山》诗一首：金风荡暑孟秋
时，信步登临赏夙期。千里江山供远眺，百年台殿尚新
规。龙归洞府妆经早，燕污袈裟出定迟。远约明年二三
月，重来宝地乞蹲鸱。

乾隆年间贡生、合州人刘泰三有《游龙多山》诗一
首：一日驱驰百里程，翠微深处踏云行。烟开鹫岭飞丹
阁，雾散龙山耸赤城。石乳香流泉滑滑，松风响动鸟嘤
嘤。凭高不阻登云路，好待前溪月色明。

清朝进士、曾任合州知州的胡德琳有《望龙多山》
诗：云门昨夜雨初过，涪水新添几尺波；一片白云飞不
起，隔江山色认龙多。

清朝诗人姚孔镔《游龙多山》有诗一首：立马春风意
黯然，山余石径草芊芊。咸宁碛古名犹在，淳祐碑残字
不全。池上游鱼依密藻，殿前鸣鸟下寒烟。僧家亦有沧
桑变，人事何堪忆往年。

“无边画稿随心染，一脉人文待君传。”远离都市的
浮华与喧嚣，龙多山的清新静宁让你释怀，山中的唐砖
宋瓦、摩崖题刻讲述着无穷尽的故事，期待你的聆听。

（作者系重庆市合川区文联副主席）

这是深秋浅冬的一个早晨。天高云淡，空气清新。
贯穿小城的那条孝子河碧波无痕，仿若一位静若处子的
少女，托腮远眺，神思旖旎，让人遐想万千。河面上有淡
淡的雾气袅娜升腾，宛若丝滑洁白的绸带，在河面上挪移
飘摇，仙气十足。晨风来袭，雾气拂面而来，清新而料峭。

穿城而过的孝子河，仿佛小城的大动脉，又仿佛小
城的心窝窝，它把人们从四面八方吸纳而来，依居于此，
造房建屋，鳞次栉比地蜿蜒排列开去——人们傍河而
居，临水而眠，夏秋享清凉河风，冬春享丝滑雾气，自是
比别的地儿更加富足、惬意。

沿河而走，几艘雕梁画栋的小船排列在河边，不单
能助游人荡舟河上，更能载一船之和谐、装一舟之欢
乐。那些临河而建的门面，或为烤鱼，或为茶楼，或为烧
烤，或为酒肆，或为影厅，或为歌城。有二层三层的，阁
楼秀气，装潢讲究；门前宽敞的，几张圆桌，几把躺椅，简
单素朴；临河有景的，就着柳枝石凳，支一阳伞，立一雨
篷，和谐天然。待到晴朗的下午或者晚上，这里人气极
旺，悠闲的人纷至沓来，沏一壶茶，烤数条鱼，聚三五友，
聊七侃八，打牌抽烟，观影唱歌，尘俗琐碎，踏实快乐。

河畔健身场地颇多。文体中心，塑胶操场，健身步
道，天梯步道，天梯广场……须晴日，晚饭后，人们三五
成群，沿着文体中心转圈，沿着塑胶操场慢跑，沿着健康
步道计步，沿着天梯步道攀爬。更多的人围在天梯广场
上，和着音乐，跳舞、做操、练拳，将小日子挥舞得健康充
实。

近几年，孝子河畔修筑了蜿蜒曲折的亲水步道，步
道或为石板或为木质栈道，古朴洁净。人们悠然慢步其

上，眼看碧波荡漾，耳听小舟欸乃，目见之皆青山碧水，
耳闻之皆清音雅乐，仿佛到了仙境，凡尘俗事完全抛诸
脑后，只管静观风景，沐浴河风，想说话则闲聊，不想说
话则闲看，任由心性，任由心情。这样的心境，只有在孝
子河畔才能觅到。

有河，自然就有桥了。几百米就是一座，桥身或拱
或直，桥面敦实稳妥，每一座的历史不一，各有意趣。最
为著名的就是三元桥。据史料记载，这座三孔石拱大桥
系清咸丰元年（1851年）万盛场富商邓九先变卖田产，动
员乡绅，共同捐资修建。桥名“三元”喻示乐善好施之
家，将来子弟连中解元、会元、状元“三元及第”之意。三
元桥桥身全长53.1米、宽7.5米、高10.4米，桥孔跨度为
12.8 米。桥下中孔中心，悬有一把 7 尺长带鞘铁剑，名

“斩龙剑”。该剑早已不见踪迹。而160多岁的三元桥从
漫漫历史中走来，迎送无数，看风云变幻，仍旧默默而敦
实地守望着一代代万盛人。

孝子河水悠悠。其实，这条柔情缱绻的河还镌刻着
美丽的人文遗痕。据说，这条河以前叫“平滩河”，改名
为“孝子河”却又是一个感天动地的传说：万盛场河对岸
芭蕉湾有个周孝子，父亲早亡，家境贫寒，卖力求生，侍
奉老母。周孝子每日涉水过河，在上场周家坝码头背运
煤、焦、矾土，找一顿吃一顿，家无隔夜之粮。有一天山
洪暴发，过河桥被淹没，但周孝子牵挂老母、忧母挨饿，
不畏险阻，头顶米袋泅水过河，被激流狂浪冲出数里之
外，却幸得生还。人们认为是其孝行感动上天，
终得善报，从此，改称“平滩河”为“孝子河”。
如今，孝子河畔竖起了以周孝子为原型的

“孝行天下”大型石雕，以此纪
念这个孝感天地的青年和他
孝行天下的美德。

一路走来，桥连
着岸，岸连着水，人
行河畔上，影映碧
波中。一水悠悠，
两岸人文，满城闲
适。真想放自己一
个长假，约三五好
友，于河畔团坐，欢乐
时吃烤鱼，娴静时看碧水，郁
闷时吼几声，闹腾时唱几曲。如此，算
是俗世里的大欢喜。

日头升上来，孝子河水吱呀划开去，万盛醒
来。小城生活开始了，熨帖，滋润，自在，悠闲。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文联）

悠悠孝子河
□万承毅

○○这座山曾是古巴国与蜀国分界线
○○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这座山号称“天下灵”
○○山上鸡鸣，山下邻近三县均可听到，故有“鸡鸣三县”一说

“山深风物美，秋日更宜人。云锁千
年寺，峰环一片茵。檀香清肺腑，碑刻载
经纶。自古钟灵秀，禅心涤垢尘。”癸卯
晚秋，笔者偕文友再次登临龙多山，膜拜
名山，洗涤心灵，即兴打油一首。龙多山
以古城寺庙、摩崖造像、石刻题记和自然
风光浑然一体而饮誉巴蜀。

□兰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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