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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镇”与“黄鹤楼”

黄鹤镇，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17个镇之
一。听到“黄鹤镇”这个名儿，无不让人遐想。遐想的
是重庆的黄鹤镇与湖北的黄鹤楼有没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因为黄鹤镇曾经有一个楼也叫黄鹤楼，黄鹤镇的边
边上就是湖北省，与湖北省利川市文斗乡紧邻。在黄
鹤镇的镇中央，一块黄灿灿的石头上刻着8个红色草
书大字:“渝鄂边界，黄鹤之乡”。吴红军镇长指着对面
那座直线距离不到300米的山说：“那座山就是湖北地
界，黄鹤楼的家乡。”

“百度百科”上显示：“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
武昌区的蛇山之巅，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年），
历代屡加重修，现存建筑以清代‘同治楼’为原型设计，
重建于1985年，因唐代诗人崔颢登楼所题《黄鹤楼》一
诗而名扬四海，自古有‘天下绝景’之美誉，世称‘天下
江山第一楼’。”

无独有偶，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鹤镇大坝场后
街，有一个万泉寺，又叫红庙子。据民国《石柱县志》记
载，万泉寺建于清同治六年，万泉寺整体结构是一座四
合院建筑。从山门进去是下厅，下厅后就是天井坝。
天井坝两边有长廊，走过天井坝，就是正殿，正殿有两
层楼高。1928年，万泉寺被火烧掉，第二年重建。重
建后的万泉寺正殿有五层，屋顶为宝塔形，流光溢彩，
非常壮观，外墙为红色，所以被人们称为“红庙子”。重
建的万泉寺，里面有菩萨10多尊。抗战时期，为了避
免日军大轰炸，于1945年拆掉正殿顶上两层，只保留
了底下三层。20世纪50年代，万泉寺没有了菩萨神
像，但庙宇建筑一直保留着，1984年将万泉寺更名为
黄鹤楼。1996年改建黄鹤乡场镇时，将其撤除。两地

“黄鹤楼”的经历似曾相似，但黄鹤镇的黄鹤楼已不复
存在，湖北的黄鹤楼依然金碧辉煌。

至于黄鹤镇的来历，传说清乾隆年间，包姓人家迁
坟时飞出一对黄鹤，于是将迁坟所在地取名黄鹤坝，黄
鹤镇因镇政府驻黄鹤坝而得名。

或许有一天，黄鹤镇与黄鹤楼真的会攀上关系，无
论成与不成，楼还是黄鹤楼，镇还是黄鹤镇，楼传播着
它的历史文化，镇传播着它的现代文明。

“特色村寨”与“土家图腾”

黄鹤镇山河村，一个自然天成的名字，有山有水有
风情，山水青绿，风情叠染。土家人钟情山水，传统村
落风貌特征以土家吊脚楼为主，世代传承、格局合理、
布局和谐、风貌古朴、传统典雅，体现出土家人的睿智。

木柱吊脚、飞檐翘角、木楼木枋、青瓦屋
面、木板房屋、米字窗格、青石地板，眼前看
到的这些，不就是土家院落典型的建筑
风格吗？

院落依山而建，山水相融、自然
和谐。中间为堂屋，为供家神和
重要活动之地，两边为住房、厨
房，吊脚楼底楼多用于圈养
牲畜和家禽，堆放柴草、农
具和贮存肥料等，其文
化内涵为土家族千百
年来的传统居住形

态，为土家人的传统生活场所和记忆之地。
山河村是黄鹤镇的特色村寨，传统院落聚居与散

居相结合，较大的聚居院落有下坪、白岩、山坪、大堰、
高千坝等8个传统院落，2万余平方米，院落结构以三
合院为主，其他散居民居院落以单独户为主，各家又组
成院落群。如今的山河村，已建成为重庆市级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重庆市传统村落，并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
村落。

在山河村的青山绿水中，藏着一只鹰和一只虎，鹰
叫鹰嘴岩、虎叫白虎山，系土家图腾和当地圣山。从正
面看上去这座山像虎，从背面看上去这座山像鹰，如白
虎啸天，雄鹰冲天。传说白虎山的山神是土家人的祖
先，巴人著名的首领——巴廪君。廪君去世后魂魄化
为白虎，白虎也成为了土家人的图腾。一直以来，重阳
登白虎山祭拜山神廪君成了土家山寨一道独特

的风景，也成了民族团结融合的象征。

“守护古树”与“古树风波”

黄鹤镇山河村老冉家旁有一棵几百年的古树，据
当地人说是“金丝楠木”，没有人去考证这棵古树究竟
是不是“金丝楠木”，没有准确的答案。看上去，古树高
出老冉家两层土家楼屋的3倍。古树究竟有几百年？
70多岁的老冉也没有把它讲清楚。据老冉讲，在他小
时候就问过90多岁的爷爷，老冉的爷爷说，他小时候
看到的这棵树就是现在这么粗、这么高。

但老冉讲起了20多年前关于这棵古树的另外一
件事。2002年，那时的山河村还很穷，有些村民伙同
外地人打起了这棵古树的主意，想把它卖了换钱。当
时，这棵古树能卖好几万元。于是，村里有人找到老
冉，商量怎么卖他家旁边古树的事，被老冉当场拒绝，
还被他痛骂了一通，那人恼羞成怒，灰溜溜地走了。

老冉预感到，明的不成，有可能来暗的。果不其
然，第二天晚上10点多，老冉听到屋外有动静。他赶
快穿起衣服，拿着手电筒往外跑去，看见几个人拿着手
电筒正往古树走去，老冉也没多想，捡起地上的石头就
向树下有光亮的地方砸去，企图偷古树的人拔腿就跑，
不见了踪影。

为了防止有人再来打古树的主意，第二天，老冉到
堂哥家商量如何保护古树的事，堂哥满口答应。当天
晚上，老冉从家里搬了一张绷子床到古树上方的一个
地方搭起一个棚，和堂哥一起保护古树。绷子床边，兄
弟俩捡了很多不大不小的石头作为保护古树的“武
器”，谁来砍古树，石头就砸向谁。就这样，老冉兄弟俩
采取这种方式，硬是把这棵几百年的古树保护了下来。

古树见证了山河村的变迁，见证了山河村的发展，
见证了山河村的振兴。古树穿越几百年的时光，经历了
风风雨雨，经历了坎坎坷坷，在山河村一代代人的保护
下，老冉家旁的那棵古树依然青绿，依然风景迷人。

黄鹤镇藏着故事，黄鹤镇生长风景，黄鹤镇弥漫着
风情。这故事、这风景、这风情不是楼、不是山、不是
水，是黄鹤人的勤劳和智慧，是黄鹤人艰苦奋斗、自强
不息的精神。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新体诗歌研究会会长）

在两千多年前的万倾池（当时巫溪红池坝叫万
倾池），有一个圆梦天梯。当时的天梯有些部分是天
然生成的，有的地方是当地居民用不规则的石头堆
叠而成的。

在天梯附近生活着一对男女，男的姓郑叫郑
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妹。女的姓何叫何花，长得十
分漂亮，跟花一样。两人都是猎户。当时的万倾
池山高林密，土地肥沃，有不少飞禽走兽。两人经
常在一起打猎，渐渐暗生情愫。但当时什么年代
呀，自己的婚姻自己是作不了主的，得父母同意。
何花的父母在其很小的时候就把她许配给了姜
家。姜家只有一个娃，但长得獐头鼠目，一天什么
事都不做，还到处惹是生非，自然不受何花待见，
但何老爹认死理，认为不能言而无信。这让何花
十分苦恼。

这时，郑大的爷爷告诉他，说后山有个天梯灵得
很，让郑大和何花上去许个愿，兴许能成。郑大听了

爷爷的话，在一天早上和何花借口打猎，悄悄爬上天
梯。当时雾很浓，云蒸霞蔚，蔚为壮观。两人有一种
在天上神游的感觉，情不自禁紧紧拥抱在一起。

郑大和何花爬天梯的事很快让家人知晓，何老
爹十分生气，把何花关在家中，还和姜老爹商定，过
几天就让两人完婚。这让何花十分伤心，难道天梯
圆梦是假的？

说来也巧，恰逢王莽追刘秀，刘秀一路逃命，正
好逃到天子城。有人把郑大何花的故事告诉了刘
秀。刘秀很感动，他想姓郑的娶姓何的，不正合适
吗？让人召见了郑大何花。刘秀是谁？虽然当时被
王莽追着打，十分落魄，但他可是大汉朝正儿八经的
天子！天子的话自然一言九鼎，郑大和何花有情人
终成眷属。

刘秀在天子城建都未果，却意外成全了一段好
姻缘，一时传为佳话，圆梦天梯因此而得名。

（作者系重庆市巫溪县文联副主席）

石柱曾经也有一座
黄鹤楼

□川泉

在渝鄂边界，有一个镇叫黄鹤镇，
区域总面积 39.07 平方千米，辖 3个
村，户籍人口只有 5000 人。虽然镇
小，但很多事让人记忆，难以忘怀。

漫步在小镇青山绿水间，看到的是
风景，听到的是故事，领略到的是土家
风情，让人感慨，让人深思，让人回味。

老冉家屋旁的古树

圆梦天梯的传说
□黄应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