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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贞观年间，荣昌县境内有一个采药郎，有一天到清升三层岩（今古佛山）
采药，不料脚下一滑，眼看就要掉进万丈深渊。好在采药郎眼疾手快，胡乱抓住一
根粗藤蔓。但身体悬在半空，上不来，下不去，不由得绝望大叫：“救命，救命啊！”

李勣将军刚好行军经过，命令副将将其救了下来。采药郎回到家中，将事情经过
告知爹娘，两位老人拉着采药郎的手，叮嘱说：“儿啊，做人不能忘本，如果有一天恩公
有用得着你的地方，即使做马做牛也要报答大恩。”

不久，采药郎的爹娘病故，采药郎身无分文，只能卖身葬父母，进宫做了太监。
转眼过去多年。这年四月的一天，到了采药郎爹娘的忌日。天刚擦黑，采

药郎躲在养心殿外的一个角落，向着家乡的方向跪下磕头。突然，他听见有脚
步声和说话声，吓得赶紧捂住嘴。

“父皇，这几日您病情好转，实在是天兆吉祥，天下有福，百姓有福！”这是
太子李治的声音。

“唉，朕知道自己命不久了。朕担心你登基之后，镇不住那些老臣。如果
把他们都杀了，你手上无人可用，将来遇上事情更麻烦。”这是太宗的声音。

太子急问：“那，那怎么办？”
太宗有点气喘，但语气坚定地说：“需要制衡和施恩。李勣这个人，有

军功，有才智。但是他与你没什么交情，你的恩德不足，朕死之后他未必对
你效忠，所以朕计划把他贬到外地。如果他立即上路离京，那你就重用提
拔他；如果他有片刻迟疑，那你就杀了他，既是给你除害也是给你立威！”

听到惊天秘密，采药郎差点吓昏过去。他想起了爹娘临死前的叮嘱。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距离太宗驾崩的十一天前，李勣接到命令，调

任远离京城1300多里的叠州任都督。回到府上，李勣大声骂人，并连夜书写
奏折，历数功劳委屈。可就在半夜，有封神秘书信送到府上。李勣阅读书信，
顿时汗如雨下，两手瑟瑟发抖立马烧掉奏折和书信，连夜赶往叠州赴任。

一个月后，李勣奉诏回京，拜为开府仪同三司。
也许李勣早忘了当年悬崖救人的事，但他肯定不会忘记那封神秘书信的署

名人——荣昌采药郎！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相传很久以前，重
庆石柱七曜山一带的老百

姓生活非常艰难。其中有一
户姓聂的人家，家境更是一贫

如洗。聂家有个儿子叫聂龙，刚
出生就死了父亲，由母亲一个人拉

扯长大。
有一天晚上，聂龙做了个奇怪的

梦，梦见一个白胡子老爷爷送给他一颗
珠子。老爷爷告诉他：“只要把珠子放在

哪里，哪里就有用不完的东西，但千万要记
住，不能把珠子吞进肚里，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那珠子就叫夜明珠。”老爷爷还告诉聂龙
那颗夜明珠就在他白天割草的根部。第二
天，聂龙跑到昨天割草之处，扒开草丛，果然
发现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珠子。

自从有了夜明珠，聂龙再也不到地主家
去放牛了，他专给穷人们送所需要的东西。
地主老爷知道后，馋得直掉口水。可是，地主
用尽办法也没能拿到夜明珠。于是，他命令
手下去抢，结果情急之下，聂龙把夜明珠吞进
了肚里。

这下不得了，聂龙感到非常口渴，喝光
了附近大大小小河流里的水。这事惊动了
天庭，玉皇大帝知道了，就派二郎神下凡收
拾聂龙。

二郎神下凡到当地一看，一条偌大的

龙正趴在河边喝水，于是两人就大战起来，殃
及百姓，巴楚大地水满为患。玉皇大帝又增派
天兵天将捉拿聂龙，这时聂龙钻进了七曜山底
下，之后又顺着七曜山脉往下跑，一直跑到巫
山，逃进了长江。此时，二郎神也追到了巫山。

就在聂龙刚到巫山境内时，他知道这一
出川就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在向东游时，他
每过一个关隘，就回望一下自己母亲的方向，
他望了二十四次，因此长江在三峡就有了二
十四望娘潭。

聂龙出川后就顺着长江游到了东海，天
神们用铁链把他拴在东海龙宫的擎海柱上。
玉皇大帝派了十二仙女守在巫山境内防止聂
龙挣断铁链回川殃及百姓。时间一久，那十
二仙女站成了山峰，这就是巫山十二峰。

可怜的母亲非常想念儿子，在家乡高山
上朝东方望着，希望儿子回来。时间一天天
过去，聂龙母亲站成了一座山，人们就在山
上修筑了房子，那就是万州白土镇境内的人
头寨。在人头寨周围还有许多像小人头的
山，那是受过聂龙恩惠的乡亲，他们也和聂
龙母亲一样守望着聂龙回家，最后变成了
山。

聂龙再也没有回过家，他的“聂”字也变
成了“孽”，不过在万州普子乡境内还有姓聂
的人家，据说是聂龙的同族乡亲们。

（作者系何其芳研究会副会长）

瀼渡河从铁峰山南麓蜿蜒而
来，1200米的海拔落差，经十几道
瀑布跌落，奔流而下，汇入万里长

江。2000多年来，瀼渡河滋养了巴渝山水
的风情，见证了巴渝人文的传奇，沉淀了三
峡儿女的智慧，书写了三峡文化的瑰丽。

采药郎送神秘书信
救了李勣一家性命

□殷贤华

聂龙变“孽龙”
大战二郎神

□向伦友
传说

三峡地区现存建设时间最早的水电厂

瀼渡电厂，隐匿于瀼渡河距长江5公里的山涧密林之
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西
南、西北成为抗战大后方。国民政府筹划利用四川丰富的
水力资源，发展水电。一条古老的河，就这样与三峡地区
现存建设时间最早的水电厂——瀼渡电厂联系在一起。

这年冬天，四川省政府与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
员会洽商，投资合办万县水电厂。1939年5月，成立瀼
渡河水力发电工务所。1940年5月，成立资源委员会
瀼渡河水力发电工程处。经过4年的建设，最终建成总
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总装机容量为656千瓦的瀼
渡电厂。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技术改造，增加到现
在的1680千瓦。

张光斗首次全面主持设计的水电站

张光斗是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被
誉为中国“水利泰斗”。1934年，他从上海交大毕业，并
以排名第一的成绩得到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37年，张
光斗在美国获得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后，毅然放弃继续深
造的机会，回国投身到水电建设工作中。

张光斗从繁华的上海来到偏远的四川穷山沟，参
与龙溪河水电站建设。1940年5月，他被任命为瀼渡
河水力发电工程处主任，全面主持设计建设瀼渡电
厂。1944年建成发电，至今运行良好。张光斗一生足
迹遍布祖国名川大河，主持参与过的水利水电工程灿
若星斗，瀼渡电厂是他从美国回来第一次全面主持设
计建设的电站。

水利水电文物保存完好如初

青山绿水之间的耍坝子拦河坝，1944年建成，长近
60米、坝顶宽3米、最大坝高6.8米，坝顶有72个大小一
模一样的跳蹬石，一端圆弧、一端尖头，整齐罗列。下
游的鲸鱼口拦河坝，坝体平面呈拱形，坝长50米，坝顶
有61个跳蹬方便通行。两道大坝上的跳蹬石依次铺摆
于坝上，组成一排如钢琴键盘般的“琴桥”，横卧瀼渡河
两岸，便于滚水过坝时，行人过河。

沿着乡间小路向瀼渡河下游而去，只见两岸青山
对峙，绿树滴翠。透过草丛灌木缝隙，在茂林修竹间，

脚下左侧540米长的引水渠，清流潺潺，怪石卧波。引
水渠末端落差处，一条长170米、桥墩最高14米、共有
17孔石拱的高架引水渡槽，横亘在我们眼前。引水渡
槽长满苔藓和杂草，槽身宽1.8米、深1.2米，中间两孔
原有杨森题的“飞虹”二字。青石砌成的渡槽身上，留
下的全是斑驳岁月淘洗的痕迹。

瀼渡电厂有仙女洞和鲸鱼口两个相距仅500米的
厂区，在战火连天的岁月修建厂区工程已属不易，而厂
区所需发电设备的购置安装更是一波三折。更为令人
惊奇的是，这些发电设备今天还在正常运转。

三峡水电工业公园呼之欲出

2019年10月，瀼渡电厂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默默无闻运行了80年的水
电厂，一夜之间成为人们瞩目的“国宝”。

瀼渡电厂选址科学，与周边环境完美融合，所用的
主要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最大限度节省了工程成
本。虽经数次扩建和灾后翻修，文物本体和整体布局
始终保持建成之初的原貌，而且从未中断发电，这在国
内水电站中极为少见。

如今，瀼渡电厂原址正在打造三峡水电工业公园，
一个兼具发电、科普、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文化风景
区，即将诞生在瀼渡河畔。瀼渡电厂用河流的自然落
差实现电力梯级开发，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为抗战内
迁落户万州的工矿企业提供电力支持，彰显了中国人
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张光斗对祖国的无限
热爱，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
紧密相连，是瀼渡电厂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重温逝去岁月的艰难时光，感怀灯火璀璨的中国气
象。历经风雨洗礼和时光沉淀，国宝级三峡水电活化石
的瀼渡电厂，守着这方山水，在历史的长河中，依旧保持
着如初的活力，留下一抹时代的光亮，把一种叫“水电”
的光芒撒向广袤的三峡大地。

（作者单位：重庆万州区文旅委二级巡视员）

□大熊

““飞虹飞虹””引水渡槽引水渡槽 汪昌隆汪昌隆 摄摄

仙女洞厂区仙女洞厂区 汪昌隆汪昌隆 摄摄

它是三峡地区最早水电厂

氵襄渡水电厂
如今已80岁
仍正常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