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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河边走小路，顽皮的我从来都是蹦蹦跳跳，喜欢

沿田埂波浪滑行奔跑，父亲在身后笑骂：“丫头，你不怕摔
跟斗吗？”我大声说：“不怕，好玩得很。”于是，一群孩子跟
着学我，蛇一样奔跑的队伍，引得大人好奇地张望，一路
上洒满欢快的笑声。

半路上，有座电房，高高矗立在田野。那是一栋漂亮
的圆柱形房子，有两扇圆圆的窗，像个孤独战士炯炯的双
眼。我一直觉得它是大地的守护神，威严而神秘。谁会
住在那里？那个人该多么幸福！每天抬眼就是碧绿的田
野、错落的房屋，还能看见袅袅炊烟在半空中飘散，孩子
从田埂上唱着歌跑过，听见鸟儿在天空婉转啁啾。而身
后一条安静的小河，倒映着西边的夕阳，绯红的河水与两
岸的翠竹、野花倒影混合成流动的油画。

2
河对面有一大片阔坦的庄稼地，背后是高高的智灯

坡。连绵起伏，如同山峦，历史上被称为“智灯山”。清嘉
庆《璧山县志》记载：“智灯山。县北六十里，高一里，长十
里，顶有一石高二丈，横六尺，形如壁立，上嵌一石若灯，
有光肆照。”那时一边走路，一边抬头看绵延的山峦，会看
见那块闪闪发光的石头。岩石之上，古寺高悬，这座寺就
叫智灯寺。相传智灯寺是一座非常神奇的寺院，逢年过
节，周围几十里地的乡民都会去烧香拜佛，香火鼎盛。更
有意思的是，晴空万里的夜晚，智灯寺灯一亮，数百里之
外的华蓥山上也可看见，这就是著名的“智灯照华蓥”。
神奇之处还不止此，当上午的阳光照在智灯寺那块光洁
的石头上时，石头会发出夺目的光芒，仿佛一盏天灯；更
神奇的是，智灯寺整座庙宇由一根独木撑起，巧夺天工，
堪称绝作。据说，其就是我们临江场的能工巧匠所为。
老一辈每每说起，无不啧啧称赞。然而，在大炼钢铁的年
代，智灯寺被拆毁，甚是遗憾。后来，有匠人尝试着用高
粱秆复原智灯寺模型，终未成功。这样的绝妙建筑也只
能存在于临江人的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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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智灯坡那边是什么地方，只知道

太阳走到那里就坠落，以为是世外。后来四姐出
嫁到智灯坡那边，我终于有机会爬过坡，
看那边的世界。原来又是一大片绿野田

畴，更远处是连绵的云雾山，人们称
西山。世界很大，孩子的世界小得可

爱，不过
沿 临 江
河畔行走，
充满无穷想象。

很多时候，
我不愿意走小路，更喜欢乘船去。因为
走路的机会多的是，而坐船就要看机
会了。老艄公的木船，来往一趟少
则两个小时，多则未定，所以不太
容易赶上趟。去二姐家沿河而
上，河水清澈秀丽，两岸修竹滴
翠，四野的房屋庄稼，在两座大
山的怀抱里静卧，散发着淡淡的
烟霞。一路看碧波粼粼，水鸟飞
舞。和陌生人或者熟人打招呼，
心里是快乐的。后来，木船变成
了机动船，一跳上去，就听见老船
夫打开了话匣子，与乘船人吹得河
翻水翻，昨天张家接媳妇，今天李家
嫁姑娘……总之，一船笑语，伴随着逆
流而上涌起的白色波涛，从河流上呼啸
而过。有时，我们也听艄公唱歌，他扯起嗓
子：“哟……呵……嘿，哟……呵……嘿”，后面唱
的是什么，不记得了。只觉得那歌声高亢雄浑，很有气
势，随着波浪起伏，惊起竹林里一群白鹤。有一回，老船
夫顺手一抓，竟然抓到一只，一船人惊呼起来。

大家争着挤着看白鹤，这鸟儿漂亮极了——羽毛如
雪似玉，背脊上还挂着几滴河水；它的嘴尖尖的，像一枝
没有盛开的黄花；眼神无辜而纯洁，黑得像豆子……待众
人看够了，老船夫手一抛，白鹤就飞走了。

这个印象留在记忆里很多年，我对惊起的白鹤，也无
限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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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船的感觉，如同做梦。从临江到七塘两岸翠竹如

栅栏，簇拥着流水的梦；而翠竹恰是我的梦。我对竹的喜
欢，甚过别的植物。这一片竹林，沿着河岸绵延生长，葱

茏茂密，像自由而逍遥的精灵，筛风弄月，淡定从容。溯
流而上，看竹子，心亦变得安静起来。

往前，烟波浩渺，风光无限。不知道这船最后会在何
处靠岸，十来岁的孩子，仿佛要乘这样一艘小船奔向无垠
的远方。看船头一点点拨开波浪，心里就像揣了一把剑，
划过人生的烟海，一直往前。一切未知、神秘，充满无穷

想象。小船身后拖出两道水波，摇摇曳曳，水
声哗哗，好像有人站在水波的五线谱上

歌唱。河边偶尔有洗菜洗衣的妇
人、玩水的孩子，透过竹林，还
可看见小路上走着的行人，
弯弯绕绕，点缀在可爱的梦
境里。

站在船边，或者坐
于船头，看两岸风景，听
大家摆龙门阵，有时发
呆、神游，神仙一样，衣
袂飘飘，傻傻地沉醉
于那样的美景和如梦
的感觉中。

到岸了，艄公一声
吆喝：“喜观桥到了哟，
都下船了哈！”我才恍然

而醒。看艄公将缆绳系在
一坨巨石上，然后将一块木板

搭在船身，引领众人上岸。我
觉得那个满脸皱纹、皮肤黝黑的老

人，瞬间成了神仙。如果没有他，这船人
不知所终，无法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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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是一条脐带，是连接母体和孩子的通道。母体

是故乡。当游子远离故土，这条河却一直紧紧联系着
我。同时，有了它的滋润，生命才不会枯竭，记忆才不会
断流。

现在，每年回去，除了想念姐姐的好，我也想再坐一
次船，再一次在河道的旅程里幸福梦幻一次。

临江河还在，只是水浅了，河道窄了，就像记忆。
那一天又远远看见临江河，我的泪突然来了。或许，

我是想泪水会让它变得丰腴起来，宽阔起来，永
不消失吧。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副主席）

桥拱悬剑，在我国古代石拱桥建筑史上极为罕见。
在长江一级支流五桥河流经万州区长岭镇梨花路社区
段，有一座名叫静安桥的古老石拱桥，拱顶悬挂着一把宝
剑，相传为宫廷御赐“降龙剑”。

静安桥，于1999年6月被万州区政府公布为“区文物
保护单位”。在该桥的南桥头，一块黝黑的大理石上雕刻
文字显示：“静安桥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为单拱石
拱桥，桥面呈弧形，南北走向，横跨五桥河，分布面积217
平方米。顶部桥栏外侧阴刻楷书‘静安桥’三字，拱顶中
部用铁链悬挂铁剑一把。该桥是研究清代渝东北地区桥
梁建筑的重要实物资料。”

在长岭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陈奎的向导下，我和几
位文友沿着静安桥弧形桥面，缓缓踏步，计数桥两侧各有
石头步梯34级，目测长约34米、宽约5.5米，桥栏高度超
过1.2米。大家来到桥的下方，抬头仰望，观测拱桥跨度
约37米、宽近6米，枯水季节比河床高出13米多。顶部桥
梁外部上游和下游方向的横额上，用阴文楷书镌刻着“静
安桥”三字。桥拱的正中间位置，高悬着一把“宝剑”，剑
长1米左右，剑柄在上，剑锋朝下，指向河道。尽管迄今

140多年，受潮湿、冷空气等影响，整把剑已变成墨绿色，
但仍难掩它曾经的锋芒。

陈主任告诉我们，过去的五桥河阻隔了河两岸的居
民。每逢汛期，山洪暴发，河水泛滥，造成流域内的山体
大面积滑坡，庄稼严重受损，房屋岌岌可危。据传，清光
绪五年初，时任四川行省川东道万县（今万州区）县令乘
大轿去重庆府（川东道署驻重庆府）议事，途经长岭冈（现
长岭镇）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奏报朝廷。朝廷下旨建设
一座石拱桥，赐名“静安”，寓意宁静、稳定、安宁。经过大
批工匠紧张忙碌施工，同年底，静安桥建成，朝廷赐予一
把宝剑，悬垂在桥拱正中。

古桥悬剑，是中国古代桥梁中具有的一种象征文
化。古时碰上发洪水，民间说法那是蛟龙在兴风作浪，在
桥的下方悬把剑，名曰“斩龙剑”，意为斩杀蛟龙走蛟，减
少洪水泛滥，为民带来好运。

蛟龙即蛟，是古代神话中的神兽，指拥有龙族血脉的
水兽。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记
载：“蛟，龙之属也。池鱼，满三千六百，蛟来为之长，能率
鱼飞置笱水中，即蛟去。”

“降龙剑”垂挂于静安桥以来，真降过蛟龙走蛟吗？
陈主任告诉我们，在历经140多年的时光里，尽管五桥河
出现过多次洪灾险情，但静安桥一直稳稳当当。即便
2023年五桥河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静安桥被淹，但
仍安然无恙，足见其建造结构的牢固。

随着时代的变迁，吊挂在静安桥拱的“降龙剑”已成
为历史文物，会不会有人窥觊和盗窃？居住在静安桥附
近的张大爷透露，动乱年代，曾有人打过“降龙剑”的歪主
意。一个漆黑之夜，除了偶尔一两声狗吠外，静安桥周围
寂静无声。张大爷隐隐约约看见有三个鬼鬼祟祟的黑
影来到了桥底下。由于“降龙剑”悬空十多米高，一般的
梯子难以上升到这个高度。再者，从悬吊位置上说，“降
龙剑”处在桥拱正中间，无任何支撑，盗走非常困难，三个
不法分子的图谋未能得逞……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越来越
多的文物被保护起来。当地党委、政府和民众切实加强
了对静安桥及其所属“降龙剑”的重点保护，让一座古桥

“架静和”，一把古剑“护安然”。
（作者系重庆万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临江河记忆
□张鉴

剑悬静安桥 □牟方根

我家在临江(今璧山区八塘镇），二姐出
嫁后，婆家在七塘。那时候，逢年过节、寒暑
假，我最喜欢去二姐家玩。临江七塘相连的
除了一条小路，还有一条河——临江河（今璧
北河）。

万州区长岭镇静安桥万州区长岭镇静安桥

璧北河杨家桥段璧北河杨家桥段

璧北河璧北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