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年前
我们登上莲花石

莲花石，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城外长江江心之中，北
临浒溪口，南对东阜门，长年隐于汹涌的波涛之下，和
涪陵白鹤梁一样，只有在江水极其枯竭时才会显露尊
容。此石共由36块大小不一的礁石组成，因其状如莲
花而得名。

江津当地有民谣曰：“莲花出水兆丰年”“花水灿烂
报丰收”，意思是只要它露出水面，当年定然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莲花石石刻记载：宋乾道辛卯（1171）年正
月十九日，莲花石露出水面，直到明洪武二十五
（1392）年闰十二月卅日又才重见天日，其间经历了
221年；其后再现身影，是明嘉靖丙午（1546）年正月初
八，其间又经历了154年。

1981年初春，由于当年河水极其干枯，莲花石终
于露出水面。机会难得，当时江津文化馆租了一只小
船，组织了一批文学青年前去采风。记得同行的有王
逸虹、梁平、罗学蓬、钟志海和肖敏等人。

早晨，我们一行人从东门河边上船，缓缓向长江北
航道旁的莲花石划去。站在船头，举目远眺，遥远的江
心中，几十块大小不一的礁石，在雾霭中若隐若现，宛
如一朵硕大的莲花盛开在江面。虽是枯水时节，然江
风扑面，水燕翻飞，江流自西而来，浩浩荡荡向东流去，
大江气度依然不凡——难怪古人说，此石是夏禹治水
时，刻意留下来“锁风烟”的江心砥石。

莲花石上
刻有凄美诗句

不一刻，船靠莲花石，大家踏上莲花花瓣，只见礁
石上稍稍平整之处，几乎都镌刻着古人题写的诗词，大
大小小的题刻，约上百处。这些诗词，字迹各异，年代
久远的已有上千年历史。

风平浪静，我们一边咏读着石上的诗词，一边慢慢
朝莲花中央走去。莲花中央，镌刻着乡人、明代太子太
师、工部尚书江渊的一首《七律》：“江心砥石激奔湍，砥
柱中流障百川。每视低昂觇水候，还将出没兆丰年。
根同海底千寻玉，形出峰头百丈莲。一自神功疏凿后，
独留万古锁风烟。”

吟咏完江渊诗句，我独自往前走去。在另一枚
花瓣上，刻着一首字迹娟秀、书法通神的古诗。我

俯下身，用水冲去上面的泥浆，情不自禁读了
起来：“买舟重到几江滨，烟水空朦夜

月新。回首琵琶歌舞处，翠钿冷
落不成春。幽怀脉脉少人

知，身似杨花萎地时。
不耐闲情春梦冷，

石莲台畔写愁诗。”
此诗有感而发，情感真挚、楚楚动人，再看落款，原

来是泸阳一位名叫谢秋芳的女诗人所写。这首诗旁
边，竟还有好几首后人步和的诗句。但细细一读，无论
是古时有名的文人，还是曾经为官的县令，都还没有超
过这位女诗人水准的——这个谢秋芳，究竟是什么人，
竟写出如此情真意切、凄凉哀婉、动人心弦的诗句来？

奇女谢秋芳
真人还是传说？

先前，曾听老人讲过一个“一代名妓跳江殉情”的
故事，这个故事讲得很离奇，也很凄美，讲故事的人声
音发哽，听故事的人也眼睛潮湿。这个故事，几百年来
在川东，特别是江津一带流传很广。讲故事的人还言
之凿凿地说：先前，人们还在江对岸的浒溪河边，为她
建了一座衣冠冢，衣冠冢前有一块碑石，碑石上还刻着
纪念这位巴蜀奇女子的文字呢！

可没想到，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明代这
个谢秋芳身上！当时听这个故事，以为只是民间传说
而已，可在这江底的莲花石上，却有着确凿的记载，得
到了真实的印证！

为慎重起见，采风之后，我又查阅了历年的《江津
文史资料》，以及《江津民间文学》《江津莲花石诗文辑
注》等史料，这才弄清了故事的来龙去脉，确认这是江
津历史上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

明崇祯年间，在泸阳（今泸州）有个名妓，姓谢名秋
芳，她的身世与川西女诗人薛涛相似，既聪慧佳丽而又
多才多艺，尤以吟诗作赋、抚琴歌舞见长，因而名闻川
南川西。她虽为歌妓，却始终守身如玉，只与文人雅士
交往。在与文人雅士交往之中，多是鉴赏文墨和唱和
诗词。

当时，江津有个叫杨生的进士，外放泸阳为官。杨
生品行端正、气度不凡、才华横溢，深得秋芳爱慕。杨
生也倾心秋芳的美貌，更敬重其才艺人品。两人相互
爱慕，意笃情真。后因杨生被人诬告受贬，罢官夺俸。
杨生原本想在泸阳为秋芳赎身，因为官清廉，囊中羞
涩，为秋芳赎身只能成为泡影。万般无奈，只好返回家
乡江津。临走时，他向秋芳承诺：回乡凑够赎金就来接
她，二人同归乡里，共结连理，男耕女织，白头偕老。

未曾想，杨生回乡后一年多，东奔西走、东挪西凑，
始终不能凑足赎金。想起临走对秋芳的承诺，又忧又
气又急，郁郁之中身患重疾，终因医治无果吐血而殁。

多情重义
跳江以身殉情

两年后，秋芳自赎其身，她顺江而下，赶往江津寻
找秋生。一到江津，方惊闻杨生噩耗，肝肠寸断，痛不
欲生。那年也是长江水枯，莲花石开，杨生挚友为排遣
秋芳忧伤，邀其共游莲花石。未曾想，秋芳来到莲花石
上，望着滔滔而逝的江水，泪如雨下。少顷，她在莲花
石上焚香祭奠杨生后，留下身上一件披风和诗稿，趁人
不备，毅然跳下滚滚长江，以身殉情……

一个风尘女子，竟如此多情重义，真是感天动
地。乡人闻此悲讯，无不为之感慨唏嘘。人们

络绎来到莲花石，为这位烈女子烧钱化帛唤
魄招魂。时过不久，乡人聚资，在正对莲

花石的浒溪河边，修建了谢秋芳的衣冠
冢，并在莲花石上刻下她的遗诗，悼

念这位义薄云天的女子。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难得一见真容的莲花石

川江之上的景观，
最出名的当数涪陵白鹤
梁，其次就是江津的莲
花石。老人们讲，人活
一辈子，能见一回莲花
石，就算是有福之人。

1981年初春，长江
水枯，百年难得一见真
容的莲花石终于露出水
面。在一枚莲花花瓣
上，刻着一首字迹娟秀
的古诗，作者是明代的
谢秋芳。她究竟是何许
人？又经历了怎样辛酸
坷坎的遭遇？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竟然有人写文赞懒！此文题目直
言不讳，就叫《懒赞文》。它在哪里呢？在重庆市合川区城
郊嘉陵江北岸的虎头山中。

虎头山不出名，但一说起钓鱼城，大家就不陌生了。虎
头山与钓鱼城隔嘉陵江相望，宋蒙战争时亦依山筑寨，与钓
鱼城形成掎角之势。

山中有一古庙，始建于明正德四年（1510年），原名石泉
庵。石泉庵毁于明末战火，清初被佛家弟子重建，改名石泉寺。

在寺前的庙坝上有一尊巨石，仿若天上掉下来的一般，
长两丈有余、宽约丈二，巍然横卧。据《合川胜概》记，这石
头还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像这样的巨石山中还有六
尊，有的隐藏在树林里，有的躺卧在竹丛中，七尊巨石呈北
斗七星状分布。其中一尊刻着“石泉”二字，一股长流不绝
的山泉从石缝流泻出来，石泉庵、石泉寺之名便来源于此。

后来，禅宗门下高僧云集和尚云游到此，喜欢上了这
里，便在巨石下面开凿了一个大洞，取名云集洞，然后在洞
内的石床上修行。今观之，洞门右边的石壁上，刻着一大块
文字，这便是《懒赞文》。文曰：“性定常自在，不在中内外。
本自顿玄了，了然无挂碍。万是亦不贪，万物亦不爱。香也
懒去烧，佛也懒去拜。前殿不打扫，后殿由他坏。人来不斟
茶，客去无款待……若人学我懒，自在人自在。”把懒人之懒
刻画得淋漓尽致。是不是云集所书无从考据，但从落款“本

山释子”可知，此乃石泉寺和尚杰作无疑。
赞什么不好，偏要赞懒！但这里不是说的俗人俗事，而

是说的禅宗门的修为。禅宗，为中国的佛教派别，主张“直
指人心，见性成佛”，说的是人人都有佛性，只是被妄念、无
名所遮蔽，不能被发现，所以人们只要去除遮蔽，便可以见
到佛性，也就是见到自己的本心真性，从而觉悟成佛。

《懒赞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就
是，习佛之人不一定非要坐禅礼佛
念经，但必须修心养性，只有心致
宁静、心属自然（心定），跳出凡人
俗事（所谓的懒），才能创造顿悟
（顿玄）的机缘，修成正果。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
川区政协）

合川城郊虎头山
有篇奇文赞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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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秋芳是谁家女子
她的诗为何刻在莲花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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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石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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