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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寻访钟云舫的经典楹联创作地

钟云舫虽生于江津，长于江津，逝于江津，但他成名却
在成都，他最为经典的几副楹联作品也是在成都创作的。
他一生至少5次去过成都，每次都创作了大量的诗联作品。

钟云舫到成都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清光绪二十年，
他因写诗联批判和揭露江津县令朱锡藩狎妓嫖娼丑行，被
官府革去廪银、关了学馆。他背井离乡，逃到成都，在锦
江河畔的望江楼下，以代笔写书信为生。一天，他登楼望
远，联想到自己妻离子散的遭遇，悲怆之感油然而生，写
下在中华楹联史上堪称经典的 210 字长联《锦城江楼
联》。9年后，他因写诗联抨击官府衙门的腐败，又被构
陷，被押解到成都，关押在四川提刑按察司待质所（羁押
所）待质。官府对他实施“软打整”，不质询不审讯，他被
无端关押三年。他在狱中创作了许多长诗和诗文，特别是
在无一典籍可作参考的情况下，创作了1612字的“天下第
一长联”《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该联被称为中国楹联
界的“国宝”。

2006年，重庆组织一批文化界专家开展对历史文化名
人钟云舫的研究。我在江津的文化部门工作，被选入课题
组。为使研究更有成效，我们决定到成都寻访钟云舫创作
作品的地方，比如锦江畔的望江楼、他被关押的提刑按察司
待质所等地。

2008年10月下旬，我与课题组的小欧等一行三人来
到成都。因事先没有联系导向，我们东转西转，无法找到清
代四川提刑按察司待质所这个老地方。我们费了很大劲，
到了锦江边的望江楼公园。100多年前，钟云舫曾在此写
下经典长联《锦城江楼联》。来此之前，我们听说此联还悬
挂在望江楼。当我们来到此地，见公园内正在热火朝天施
工作业，紧闭的大门旁边立有一块“谢绝参观”的牌子。我
们只好赶往位于城郊的宝光寺，钟云舫在这里也创作了许
多名联。我们在此寻找了大半天，一副也没有找到。后来，
我们巧遇新西兰华人、国际诗歌音乐协会会长黄乃强，他常
居蓉城。说起钟云舫在成都的几副名联，这老先生头头是
道。

最后，我们赶到四川省图书馆，查明关押钟云舫的提

刑按察司待质所在成都的科甲巷。但科甲巷在何处，问了
多人也不知。没有收获，我们只好转向西南交通大学，钟
云舫嫡孙、102岁的钟维相住在这里。我们拜访他，收集
到钟云舫的印章等宝贵资料。这是我们此次成都之行的
最大收获。

二
看到了挂在望江楼上的那副长联

第二次成都之行是2014年底。事前，我看了电影《黎
明》和电视连续剧《解放大西南》，两部作品都有1949年年
底蒋介石从成都败走台湾的头晚带着儿子蒋经国到望江楼
上去阅读《锦城江楼联》的场景，蒋介石对蒋经国说：“这是
江津秀才钟云舫的楹联……”因为看了这两部作品，所以我
就认定望江楼上至今仍挂着钟云舫的长联。

到成都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望江楼公园，看到了钟
云舫的《锦城江楼联》挂在望江楼的底楼两侧，我们很是激
动。

我们想登上楼顶看看，但楼门紧锁，只有望梯止步。由
于事急，这次我们仍然没有找到科甲巷，又到宝光寺一趟，
也没找到钟云舫诗联的墨迹。

三
钟云舫三副下联巧对刘总督

第三次到成都是去年10月份。这次我们作了一些准
备，请成都的朋友打听到望江楼公园、宝光寺的开放时间和
科甲巷的地点。

我们到成都后，很快就找到了位于闹市区的科甲巷，

这里只剩下一小点古建筑了。随后，我们又来到望江楼公
园，再次欣赏了《锦城江楼联》。我们登上望江楼顶，看到
楼顶挂着清代两广总督刘长佑入蜀追剿太平军时，登此楼
所写下的一个上联：“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
古。”下联却空着。刘总督出此上联意欲为难巴蜀文人，
看巴蜀人能否对上。不想如今望江楼上挂着这个上联，下
联仍然空着。

我当即告诉解说员，钟云舫在《振振堂联稿》中对此联
有记载。钟云舫曾出过三个对句，其一为：“寻春院里寻春
怨，春院一层，春怨一层”；其二为：“朝天阙下朝天子，天阙
万年，天子万年”；其三为：“成都府外成都会，都府重开，都
会重开”。这说明我们巴蜀文人并没有被刘长佑难倒。

我们又来到宝光寺，查阅了大量资料，终于在寺方提供
的文献中找到了钟云舫为宝光寺撰写的楹联作品。此行收
获颇丰。

三次到成都寻访联圣钟云舫诗联创作足迹，每次都有
感受和收获。其实，钟云舫还在成都武侯祠、杜公祠、三苏
祠、灌县二王祠以及青羊寺、华阳寺、大觉寺、龙泉驿、青城
山、峨眉山等地，创作了大量的诗联作品，赞美这些地方的
美丽风景和厚重文化。

回江津后，我们给成都的相关单位写了一封信，一是
希望能在望江楼悬挂的《锦城江楼联》上署上作者钟云舫
的名字，是为尊重作者。二是希望在刘长佑的残联上，补
上钟云舫应对的下联。刘总督意欲为难巴蜀文人，但巴蜀
文人人才辈出，是难不倒的。最后，成都相关部门还对此
专门回了信。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主席）

60年前，武隆县（今重庆武隆区）羊角乌江河畔的人力
板车有点怪——它不跑平坦地面，偏要常年跑在一条独特
的石轨道上。

这条石轨道全长5里，虽不长，却全国少见。为什么要
修这么一条独特的石轨道？这还得从两百年前白马山一次
山崩地裂、岩石滚落说起。

清乾隆五十年（1785 年）一个夏日深夜，突然乌云翻
滚，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武隆县羊角街背后白马山的李家
湾发生山崩地裂，大量岩石滚滚而下，涌向乌江边挤压河
床，抬高水位形成水急浪高的五里长滩，人称“羊角五里
滩”。

千里乌江下游河段（涪陵至酉阳龚滩）是水运交通要
道。“羊角五里滩”上下落差大，水急浪高滩险，令驾驶木船
下险滩的船工望而生畏，流传着“船下羊角滩，十船九打
烂”，人们称“羊角五里滩”为“生死关”“鬼门关”。载重的货
船不敢贸然行驶，有句民谣：“天险羊角滩，波涛大如山。客
过要起岸，货过要人搬，若要强行过，过滩船必翻。”木船逆
水过“羊角五里长滩”，必须将船上货物起运上岸……

乌江水路运输有“舵笼子”和“歪屁股”两种木船。最大
的“舵笼子”木船，8只木船结帮而行，一一依次过险滩，每
只木船载岩盐等货物20吨左右。船停在下面码头起货时，
船上两位船工相对站在船舱口，各用一根带钩的坚硬木棍，
同时用力将舱里的货物提上船面，再由两位船工抬到岸上
码头。然后，当地的搬运工人，经过一条独特的石轨道，用

人力板车运到上面的码头再装船。
用板车转运货物有个难题，载重千余斤的板车重压之

下，泥地不堪重负，深陷泥坑难以前行，修建一条双线“石轨
道”是个好办法。白马山山岩崩裂而下的大量块石，是修石
轨道难得的石料。取块石较平整的一面，四边敲打成不很
规则的长方体，一块长约1.2米、宽约0.5米，能承受重量的
长方形石条，按人力板车的轨距，并列铺设成一条双线石轨
道。随地形高低起伏，随弯就弯，一条长5里的双线石轨道
建成了。

青石板轨道，是附近搬运工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他们精心制作了简易、牢固的货运人力板车，5人组合共拉
一辆人力板车。一人主驾站在石轨道中间，左右两手把稳
车把，肩上托起拉带，拉车并掌握方向。板车两旁，分别由
2人一前一后肩上托起拉带奋力拉车。几辆载重板车从起
点码头出发，前后依次单向运行至下一个终点码头卸货。
返回时，他们为抢时间不顾汗流满面，两只脚板翻得飞快，
接着又拉第二车……

“舵笼子”常装运的是竹篾包装的岩盐，经陆路石轨道
转运时，人力板车经过石轨道缝隙，板车频频抖动，时有岩
盐颗粒掉落下地。闲来无事的老年人，左手拿一只木撮瓢，
右手拿一把小巧的棕扫，捡拾落在地上的黄豆大小的岩盐
颗粒。如果运气好，半天便可扫得一小碗岩盐颗粒，回家用
清水冲洗后晒干，制成细粉盐巴。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载重板车的轮子碾压石轨道面，原

本粗糙的石面被磨得光滑闪亮，中间形成一条凹槽。
1951年，羊角镇政府关心搬运工人的文化生活，在豆

芽湾廊桥路边坎子下，修建了一所宽敞的房屋作“搬运工
会”。搬运工人休息时，四方围坐，玩扑克牌度时光。1954
年，乌江流域持续下大雨，发生百年难遇的洪水灾害，“搬运
工会”的房屋也被洪水泡垮。

明清时期，乌江河面南来北往的商船络绎不绝，由涪陵
起航的一船船布匹、岩盐等物资运往酉阳县龚滩，再进入贵
州等地。商船从龚滩返回途经彭水、武隆等地，装运桐油、
土漆、皮货下涪陵，上下的货运木船必经“羊角五里滩”。

抗战时期，“长沙会战”中，敌我双方激战惨烈。我方急
需四川的抗战物资，此时宜昌沦陷，长江航道受阻。国民政
府交通部成立川湘（湖南）水陆联运处，出川的抗战物资由
重庆经长江水路至涪陵，转由乌江用木船运输，经武隆“羊
角五里滩”运往酉阳龚滩，再转运到湖南抗战前线。乌江

“羊角五里滩”，是四川战略大后方支援前线军需物资的重
要中转站，亦是前方将士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命线。

1964年，武隆县土坎水电站输电给羊角电力绞滩，轮
船航运取代木船，所载物资不再上岸陆路转运。

乌江羊角江岸这条石轨道，一度辉煌200年，是乌江水
路航运重要的陆路辅助运输线，为武隆、彭水、黔江、酉阳及
贵州、湖南等地人民的文化生活、经贸繁荣发挥了重要作
用。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退休教师）

望江楼公园、科甲巷、宝光寺、1612字
的“天下第一长联”……

我在成都寻访
“联圣”创作足迹

□庞国翔

武隆羊角乌江畔 这条石轨道200多岁了
□孙炳林

去过成都多次，或开会学习，或旅游访友，次数多得记不清
了。但有三次去成都却记忆犹新，只为一事——寻访江津秀才、
清末“巴蜀才子”、“联圣”钟云舫在成都的诗联创作足迹。

钟云舫雕像

天下第一长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