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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山水一条路”，南山、长江、南滨路，在龙门浩老
街眺望，都一目了然。

遥想900多年前，北宋嘉佑年间，苏氏三父子来到这个
江边，惊见长江主流南岸段一条顺江巨大石梁被巧夺天工般
劈开，可容船只进出，苏轼叹大自然美景，就把岸边村落江口
村取名“龙门浩”。王尔鉴，清雍正八年进士，巴县知县，修成

《巴县志》。老巴渝十二景由他评出。关于“龙门浩月”，他写
下诗篇：石破天开处，龙行俨禹门，魄宁生月窟，光自耀云根。

龙门浩老街，就这样在耀眼的月光下，等待着我。
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于1898年驾驶10吨

小轮船“利川”号来到了这里。他不知道他会成为一位改变
重庆历史的人，重庆就此被迫开埠。70多年前，这里使馆云
集，其中原意大利大使馆、原美国大使馆临时办公楼、原美国
使馆酒吧、原美国大使馆武官别墅群、原比利时大使馆等就
落户在龙门浩，这里成为抗战时期重庆重要的外事机构驻地
及其活动区域。舶来的西方文明，改变着这里的生活气息。
据说，满腹才华的于右任先生，1940年来这里视察抗战办学
情况，曾为多家餐馆取名挥毫……围观者无不称道。美食、
文化、名流的雅聚，好像热热闹闹，但背后却是西方列强的入
侵：商品倾销、原料榨取，民生多艰。开埠史是国人的血泪
史、屈辱史，正是那时，重庆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他们在
夹缝中奋起抗争，兴办实业来抵御列强的经济入侵。

燠热的夏夜，我又来到了龙门浩老街。百年风霜，岁
月荏苒，曾几何时，名声大噪的使馆、洋行、别墅建筑，在岁
月的风沙中褪去了昔日的光华，但又焕发了新生。老街有
18 栋优秀历史文物建筑，据说修缮用了 160 余万块老青
砖、40余万片老瓦、3万余吨砂岩条石。青砖黛瓦、旧街灰
墙，青石甬道、烟雨骑楼，一条石板街，百年开埠史，随意走
到一栋建筑，可以瞬间穿越回到1891年。

我在老街穿行，看砖墙罅漏间人声低语，音乐悠扬。

纵然多了商业气息，代代生活的凡人温情仍然在流淌。有
书院，前庭后院，古树苍天，好友谈笑，捧书品茗，悟时间的
禅意；有民宿，灰砖白墙，素瓦青檐；有咖啡馆，享受精酿啤
酒及西餐，遥看长江岸头的璀璨与繁华。老建筑伴随着老
街新生了——我抚了抚雕花木门上铭刻的历史，听一段围
墙天井里流芳的故事。

我在老街穿行，感受历史文脉与都市时尚文化的交会
融合。苏东坡如果现在来到这里，会不会突发灵感写下千
古名句，或者发明一道美食。老街不老，什么都鲜活起来
了。依山而建的老街是鲜活的，滚滚长江是鲜活的，穿着
汉服打卡游玩的小青年们的笑脸也是美丽的。无论是逛
古街、寻美食，还是潮店小聚、音乐节狂欢或者各种聚会，
老街格外包容。外地人喜欢到轻轨六号线穿桥处拍照发
朋友圈，本地客更喜欢步入书院泡冲一壶香茗。而华灯初
上，看轨道上天入地、索道凌空飞渡、游船横渡长江，车船
流光、浪卷金花，老街夜游，如梦似幻。

我在几百年历史的老街穿行，东坡居士眼中的江口村
已经蝶变。蝶变成为重庆的旅游地标，呈现着大都市的美
丽与活力，流淌着近千年的文脉芬芳。月光仍然细碎地洒
在龙门浩老街上，我心生欢喜，夏日的浮躁与不安被这份
宁静一扫而光。 （作者单位：南岸区文联）

初夏，暖阳普照，心情变得舒坦，几位好友相约去万盛
八面山寨子门探幽。

八面山寨子门，位于万东镇榜上村八面山腰，毗邻交通
要道渝湘公路，正前方是万盛工业园区，山下为日夜奔流的
孝子河水，万盛至重庆铁路也从此越过。

途中遇一七旬老人，他说：“山叫罗汉山，寨叫寨子门，
寨子干什么用，我不太清楚。”老人很干脆地回答，不觉增加
了寨子门的神秘感。

万盛现存的山寨，如南桐保营寨、腰子口天全寨等，当
年先民们为了躲避战乱，在地势险要处修建石寨，以防不
测。据说石达开一部人马攻打天全寨，久攻不下，死伤惨
重，士兵的血把山下水田都染红了，可见天全寨不是一般的
险要。那么，今天要探寻的寨子门又如何呢？

“到了！”山寨大门不偏不倚，修在城墙正中，给人宽大
重实之感。寨门高、宽各两米有余，进门左上方石墙有个凹
处，约十厘米深。

城墙高三米以上，用一块块方正厚重的黄褐色条石堆
砌而成，条石之间有泥浆粘合，无缝隙，十分紧密。昨日城
墙，已物是人非，那空中纷纷散乱坠落的黄沙仿佛在诉说前
尘往事，带不尽后人的思绪，让人凭空增添几多遐想、几多
感慨、几多惆怅。由于城墙建在凸形山顶，三面是悬岩，呈
收束状，从整体上看，有几分雄姿。

进了山寨，一眼望去，里面不是丛生的杂草，就是一排
排绿油油的茶树，只有四周那长在三合土上绿油油的青苔，
告诉我们这里曾是山寨的城墙。

“快来看，原来这边还有道门。”一好友喊道。这道门可
能是寨子门的后门，比前门高大些，也是用方正厚重的条石
堆砌而成。门外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其间有条小道，已被多
层竹叶覆盖，不远处水声潺潺。我们推测，平时通过这道门
到山间取水，由于有竹林遮掩，一般不会被发现；一旦前门
失守，人们就从这道门撤离。“前人充分利用地形，布置得很
周全。”我们赞叹道。

寨子门的制高点在哪里？顺着四周的青苔往上看，制
高点还有200米，上面也是一片茶山。

我们在杂草丛中穿行，七拐八弯来到了制高点。站在
上面，我们可将寨子门里的一切看得明明白白，视野还可触
及八面山顶、万盛城区，还有巍峨连绵的大黑山……寨子门
整体呈驼峰形，前低中洼后高，长约300米，最宽处约50米，
最窄处不到20米。如果以建在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运动计
算，距今已150年；如果从明朝万历年间杨应龙叛乱事件时
建立起算，至今有400余年的历史。

下得山来，回首仰望，罗汉山果如其名，像一尊笑面罗
汉坐拥八面山坡，笑看远山云烟，任凭山下车来人往，河水
奔流。镶嵌其上的寨子门，虽已斑驳沧桑，但风采依然。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档案馆）

一个别致的名字，一片特别的风景，一些鲜活的场景，
让你流连于这个小巧、古朴、雅致，又很接地气、现代感满
满的古镇。

古镇的北边，有倾斜高耸、悬空陡峭的岩壁，神奇，吸
睛，它因此得到一个生动形象的名字——偏岩古镇。

作为重庆市政府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镇，偏岩古镇
曾经是重庆通往华蓥古道的一座工商重镇。昔日，这里商
贾云集，贸易繁荣，声名远播。虽经数百年的时代变迁，其
古旧的建筑、古老的景点、古雅的韵致、古朴的民俗依然很
好地留存下来，但它又不乏新鲜现代、活力四射的生活。
古与新相互渗透，完美融合，演绎出一曲古今相应、动静相
宜、旋律相谐的优美乐章。

这里有宏大、开阔、很有气势的古戏楼。以喜庆热烈
的红色为主色调，上层是演出间，有帘幕重重的大戏台和
宽阔气派的虎度门，四周梁柱上饰以雕刻精美的瑞霭祥
云、人物花草；下层是服务间，用于化妆，更衣，存放衣物、
器乐、道具、布景等等。相传，在偏岩古镇最兴盛的时候，
客商、乡人、旅客云集于此，看戏娱乐，热闹非凡。

望着虽历经岁月风尘席卷仍有着不凡气象的古戏
楼，你会痴想：在这儿，上演过多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英雄传奇、爱情悲喜剧与市井故事？又有多少人带着各
自的才能和迥异的心境，在楼上楼下奔走往来，耗尽热
情与生命？

戏楼对面，是始建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为纪念
大禹入川所建的禹王庙。纵向穿斗大堂式建筑，黛瓦粉
墙，朱红门柱，庄重朴素。寄托了地处黑水滩河边、无数次
亲见河水变脸、饱经水患的偏岩人，对治水英雄的怀念和
对雨顺天安的向往。

端蒙书院，又名玉屏书院，矗立在古镇老街的半山坡
上，朱门青瓦，绿树掩映，梯层直上，气象端肃。书院取名

“端蒙”，意在希望就读的学子品正行端，注重道德培养。
其校训为“留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也是对“端蒙”这
一办学理念的诠释。

还有大红灯笼、雕镂花窗的古老客栈；千百年中往来商
贾、八方乡民反复踩踏的古老石桥；荟萃了巴渝民间匠人特
点和优势、流传至今的古老工艺，以及传承至今、广受欢迎的
民间艺术，如打连响、山歌会、秧歌舞等民间艺术……

古镇上古树众多，其中最多、最有气势、最吸引人的是
黄葛树。它们以昂扬又敦厚的姿态，装点着古镇，护卫着
古镇，给古镇增添了盎然绿意与浓浓幽情。

在偏岩，还有位于鸳鸯桥头的两棵200多年的夫妻
树，它们同样是黄葛树。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古镇的
先人们在黑水滩河支流与干流交汇处，修建起鸳鸯桥。为
保护和装点桥梁，他们在南北桥头各栽了一棵黄葛树。经
年累月后，两棵相守相望的树越长越近，树根在桥底缠绕，
树枝在空中相交，相互依偎，紧紧拥抱。如今，这两棵树依
然以甜蜜深情又持久相依的姿态，延续平淡相守的朴素美
好，书写悠长恬静的古镇爱情。

偏岩古镇，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据点。从1926
年开始，就有党组织的宣传发动、武装斗争在
此如火如荼地开展。它还是重庆地

下党组织到华蓥山游击队秘密通道的重要一站，也是当
年华蓥山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小说《红岩》中，“双
枪老太婆”和华蓥山游击队的动人故事，许多都能在这
儿找到痕迹。红色根据地这一重要标志，为古镇增添了
灵动的色彩、雄奇的魅力。近几年，先后有央视《023档
案》《岸》剧组、《消逝的星星》剧组、央视《旅行家》栏目等
来此拍摄影视作品，央视新闻频道还制作了《走进偏岩》
专题报道。

虽然名字里有一个“偏”字，但偏岩古镇并不偏远，
更不偏狭。涨水季节的黑水滩河里，飘荡着色彩鲜艳、
轻捷方便的气垫船，人们在此游玩冲浪，快乐酣畅；这里
既有传统美食、古老习俗，也有网红咖啡、热卖奶茶、新
潮服饰……

那日，与几个亲戚在偏岩古镇寻了一临河饭馆，沐初
夏雨后清新的河风，看清凌凌的河水、绿油油的树木，还有
着鲜艳服装的游人，以及沿河客栈、高大树木、旖旎行
人在水中那姿态万千、色彩斑斓的倒影，看一群
群小鱼在潋滟水波中、在形态各异的石头
间欢快游弋，吃着麻辣鲜香的豆花、土
鳝鱼等小镇美食，陶渊明那“此
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
感觉，就从河里、从

盘子里升起来，在心中、在河两岸荡漾开。
黑水滩河上，有三座石桥连接两岸，石桥两边都有蓊

蓊郁郁的黄葛树相守相牵。最有特色的是位于古镇中间
的跳墩石桥，一字排开的桥墩大小均匀，人走上去有点儿
小担心，有点儿小惊险，更多的是小快乐。有撑大红油纸
伞的女孩，在跳墩石桥上一步一颤地悠悠行走，飘逸轻盈，
其倩影倒映水中，恍如一个穿越几百年的幻梦。那古风古
韵、那思古幽情，就在河两岸、在所有人关于古镇的回忆、
观察和想象中，飘飘荡荡。

（作者系重庆市作
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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