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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胡颖 秦刚 校审 曹珂 罗文宇

两年后，机会终于
来了。

2011年9月5日，
刚上班，“丁零——丁零
——”我办公桌上的座
机猛地响起。来电者自
称是北京电视台《魅力
科学》栏目的编导王林
林，他们摄制组准备近
日到重庆来拍和文物考
古有关的两个片子，其
中一个就是黔江区白石
乡九龙村山羊洞的神秘
符号，希望我作为考古
专家前往现场指导、鉴
定，千万不要拒绝。

我当然没有拒绝，
作为重庆公众考古的
倡导者与负责人，我为
什么不借此次探洞的
机会，搞清楚山羊洞神
秘“藏宝符号”的真相？

山羊洞一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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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洞定在2011年 9月 8日下午。不到3天的时间，
一切准备工作只能避繁就简。鉴于本次探洞工作的特
殊性，以我为组长的考古调查组本着“短小精干”的原则
组成。

一
我带着精兵强将 自认为准备充分

新招聘进单位还不到半年的姑娘“小寅子”大名周寅
寅，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才从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新闻
学专业本科毕业不久，擅长摄影，身体素质过硬。因为她
的工作岗位就是研究所信息中心的“公众考古”，是探洞的
当然人选。驾驶员“小李哥”李云峰，27岁，健硕帅气，有多
年驾驶大型公共客车的经验，心理素质高。

我要业务人员小寅子事前尽可能掌握湘鄂渝黔的人
类活动历史与既往文物工作，了解武陵山区的地理和自然
资源，查阅黔江地方志，检查并配备好照相、摄影器材；在
现场作好拍摄和文字记录，要特别细心。我让驾驶员小李
哥出发前认真检查好机动车车况，因天气预报近日有雨，
叮嘱其要熟悉沿途路况，小心山地滑坡或泥石流等，尤其
要注意安全，宁慢毋快。

探索未知的喀斯特溶洞具有不确定的危险性和挑战
性。我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几十年，具备取火、避洪、御寒、急
救等基本技能，有辨别方位，寻找水源，预防蚊叮虫咬，防备
恶犬、毒蛇、马蜂攻击等的常识；也早就养成了随身的工具包
里装有用塑料薄膜密封的火柴（当时还没有防风火柴之类的
户外取火用品）、手电、指南针、蛇药、救生绳索与刀具等户外
必备用品的习惯。俗话说“艺高人胆大”，也正因如此，才让
我掉以轻心了，为我们后来的“遇险”留下了隐患。

北京记者采访组有两人，组长是《魅力科学》栏目的编
导王林林，组员是摄像记者王健。获得有关山羊洞神秘符
号的信息后，他们第一时间就和山羊洞所在的白石乡人民
政府取得联系，希望能进洞一探究竟、拍摄专题片。二人
赓即携带摄像器材，从北京奔赴重庆，冒雨驱车赶往黔江
白石乡。

乡政府的领导非常高兴，这与他们正计划开发、打造
和宣传本地的旅游资源不谋而合，他们安排山羊洞所在地
九龙村村民委员会协助负责相关支持与后勤工作，还派在
乡社会劳动保障服务所工作的李林洋（大学刚毕业）、大学
生村官罗刚、青年志愿者李宏伟参与工作，并专门保护探
洞工作人员的安全。

李才刚，是土生土长的九龙村人，23岁，身体强壮，
经历过数年野战兵锤炼，有较为娴熟的野外生存技能
和相当丰富的社会阅历，充满山里人的豪气。他刚就
任村委会主任，正想利用新近发现的山羊洞这难得的
旅游资源，为家乡“脱贫攻坚”做点实事。接到乡政府
安排后，他异常兴奋，毫不犹豫地把探洞的“大本营”安
排到距山羊洞不远的自己家里，还立即召集人手商量
工作方案，联系熟悉洞内情况的向导，策划进洞路径，
紧锣密鼓地准备物资。

二
探险队里有看热闹的居然还有孕妇

9月8日，农历八月十一，还是二十四节气的“白露”。
清晨，我、小寅子与小李哥一行三人的考古调查组，从重庆
主城出发。

赶到探洞“大本营”李才刚家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
先期到达的记者采访组和其他一些人正围坐在大桌子边
吃饭。

虽然刚在黑溪镇吃了饭不久，面对大家的热情招呼，
一方面是盛情难却，另一方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基本
的体力，我们还是坐下来，各自狠狠地吃了一大碗用甑子
蒸的米饭，喝了一大碗热汤，感觉非常香。后来得知，热情
好客的李才刚为我们探洞队特地杀了一只鸡，说是要好好
给大家的身子储备一些“硬货”。

按照田野考古调查的正常工作流程，我们重庆的考古
调查组与北京的记者采访组对接后，先摸清楚彼此的工作
意图和需要配合的细节，再重点听取以李才刚村主任为主
的乡村配合与向导组的情况介绍，根据获得的具体信息，
敲定探洞工作方案，最后实施。

村委会为这次探洞，相关准备还是相当周到的。李
才刚胸有成竹地为大家讲解了山洞的构成、大致走向以
及进洞的基本思路，还给进洞的人员发了厚衣服，高及胸
部的雨衣、雨裤、雨靴一体的防水连体靴裤，强光充电电
筒，瓶装饮用水，还灌了几大水壶散装高度白酒。不怎么
喝酒的我问，为什么要带白酒？李才刚笑着告诉我，洞内
温度低，暗河多，很多地方都是齐腰深接近0℃的冰水，走
几个小时后人体温度会降得很低，需要喝点烈性酒来御
寒。他还说，有一个必经的路口被垮塌下来的岩石完全
堵住了，岩石下面的空洞全是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闭气
全身潜入接近0℃的冰水里才能过去。

我想，原来是这样，那高度白酒真是一个好东西。
当我们穿戴整齐，离开“大本营”向山羊洞的洞口走去

时，连续下了几天的小雨几乎停了。看见还有将近十个村
民跟着我们一起走，我问李才刚为什么要去这么多人？他
告诉我，山洞里的情况比较复杂，即使有向导带领，6个人
以下也是不允许进洞的——担心进去了出不来。我和编
导王林林对视了一眼，大家脸上都阴晴不定，心中有疑惑
闪过。

我们这个临时拼凑的探洞队伍一共19人，粗略分成四部
分，各自都有各自的“小九九”：其一，记者采访组2人（王林林、
王健），他们的主要工作目标是拍摄山羊洞景观及其神秘符号
的电视专题片；其二，考古调查组2人（我、小寅子），我们的主要
工作目标是揭秘山羊洞内的神秘符号、重庆公众考古与科考工
作；其三，乡村配合与向导组6人（3名向导，3名乡、村干部和志
愿者），除了给大家带路、保护探洞者的人身安全外，他们的主
要工作目标是了解山羊洞旅游资源，获取神秘符号的旅游价
值；其四，村民9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穿拖鞋的，居然还有一位
是孕妇，胆子够大的，他们是好奇的“看热闹”者。

19人的探洞队，由松散的、互不统辖的四部分人凑成，
缺乏负总责、统揽全局的队长。李才刚本是最佳人选，然
而在整个探洞的过程中，他发挥的只是向导队长的作用，
探洞工作缺乏总体平衡与把握的人。

我本来是很谨慎的人，一向具有“底线”思维习惯，尤
其是面对探索未知且有一定危险的野外活动；因为进洞时
间紧迫，匆忙中隐隐约约总觉得有什么不妥帖的地方，但

一时又梳理不清楚。由于当地政府指派的、以李才刚村主
任牵头的村委会又特别热情，还强调非常熟悉洞内的情
况，我们考古调查组到达之前，记者采访组和村委会他们
还有相应的谋划与准备；加上我又不是整个探洞工作的组
织者，仅仅是受邀而来的参与者，出于礼貌与各司其职的
惯例，也就不方便太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

三
迷宫洞穴重重叠叠层层相通

毛毛细雨中，在李才刚和杨文福、陈明权3名向导的带
领下，走了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一大块稻田边，幽深的山
羊洞洞口，就在稻田坎下杂草丛生的崖脚。进洞之前，我
仔细地观察周围的环境：四边都是山，只有这一个孤零零
的小洞口，地势很是险恶。大家都怀着好奇的心情，急切
地想早点进洞搞清楚洞中的秘密。

扒开半人高的乱草，大家开始进洞。我习惯性地举起
左手，看了看表，时间是下午4:05。刚下到洞口，迎面刮来
一阵阵凉风，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进入洞口，黑暗扑面
而来，把几束探照灯的灯光集中到一处，也只能照见眼前
几尺开外的一小块范围。面前是一个陡坡，坡度有七八十
度，大家手拉手在狭窄的陡岩与乱石间一步一步缓慢地往
下走。地上湿滑，行进十分困难，每走一步，都要异常小
心。大概下到20米深的一块平地时，我们就到达了山羊洞
主洞的底部。

洞中的湿气很重，空气里泛着一股青草和霉腐的味
道，好在空气流通还比较正常，十几个人在里面，也不觉得
呼吸困难。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进入这个洞，显得既兴奋
又紧张。身边有水流的声音，原来主洞底部有一条暗河向
远处流去，河里的水有些浑浊，可能是最近这几天下雨的
缘故吧。我们顺着洞内暗河水的流向，往前走去。我这时
候看到，洞内周边的模样，和渝北张关水溶洞有许多相似
的地方。走了约200米，大家看见从外边射进了一束阳
光。走过去往前一看，发现是一个呈圆形的宽敞“大厅”。
这个“大厅”是个典型的“漏斗”，高约80米，四周全是绝壁，
空间可以容纳100多人。喀斯特溶岩中，因为流水的侵蚀
和化学溶蚀作用导致石灰岩形成空洞，地壳抬升地下水位
下降，流水继续向下侵蚀和溶蚀而形成漏斗。大家站立的
地方是漏斗的下部，抬头往上望，天变成了“一线天”。我
连忙招呼大家聚拢过来，拍一张合影作探洞开始的纪念，
也算设置入洞后的第一个标识。

继续沿着暗河顺流往前走，行进之初，大家难掩兴奋
与好奇，七嘴八舌、叽叽喳喳聊个不停。其间，“看热闹的”
一位小伙子“身手敏捷”，甚至有过鞋子不沾湿水的企图，
他不像大家踩着暗河边低矮的石头（有的低于河面，难免
不湿脚）平稳地一步一步前行，而是用跨大步、跳跃的方
式，踩着暗河边较高的、露出水面的石头，凌空飞腾、迅疾
地往前奔跑……随着洞内条件越来越艰难，这个小伙子最
后也不得不放弃了这样奇特的行进方法。过了大约一个
小时，洞内显得有些沉默了，大家心情渐渐地归于平静，更
关心的是还有多远才能到达有神秘符号的地方。

李才刚高声地告诉大家，早得很，这才走了不到四分
之一呢。

行进到这个地段，山羊洞给我的印象可以初步归纳
为：一个狭长的水溶洞，总体空间不是太高大，但很狭长，
溶洞随着暗河整体向前延伸。洞内除了众多石钟乳、石
笋、石柱外，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嶙峋乱石突起，大石重
叠，滚石密布，形态狰狞，心里或有“泰山压顶”“危石穿空”
的感觉，或随时有山体“坠物”，或断裂的长条形大石瞬间
垮塌的震撼。

山羊洞由地下走廊构成，洞穴重重叠叠，有的高达四
层，层层相通。其中，最底下的一层是暗河

水流体系河床。洞内有的地方异常宽阔，石灰岩构成的洞顶
和洞壁光滑平整，仿佛是人工造就的歌舞厅。在迷宫似的山
洞里，有无数晶莹剔透的钟乳石从洞顶倒挂下来，有的像冰
雕玉琢的花朵，有的像老翁银白的胡须，又细又长垂直飘
下。岩壁上布满千姿百态的沉积物，犹如雕刻精美的浮雕，
灯光一照，光彩夺目，瑰丽多姿。洞内暗廊蜿蜒，厅堂宽敞，
动物奇异，瀑布飞泻，暗河回旋，千姿百态。

由于神秘符号的出现，让名不见经传的山羊洞，平添
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四
清点人数忽然发现19人队伍还差两人

我们在许多需要蹚水而过的地方，都感觉到暗河水
透骨冰凉。可是在如此冰冷的河水中，居然还游弋着一
种通体透明、仅有两个小黑点眼睛的小鱼，体长约为8厘
米，除了有嘴和两黑点眼睛外还有柔弱的四肢，但无翅
鳍。据同行的当地老乡说，它叫“巴岩鱼”。这种鱼怕阳
光，一见光就要跑，但用手抓它、摸它，它都不逃，仍然紧
紧地巴在河底的石头上，只要把石头从水里拿出来，在脱
离水的瞬间，巴岩鱼会自动掉下来，这也许就是巴岩鱼这
个名字的由来吧。

粗略统计，走了这么一阵子，洞内已有6米以上的瀑布
3条，30平方米左右的小湖3个，可容纳1000人以上的宽
敞“厅堂”4处。

走了大约两个小时，已经是傍晚6点钟左右，我们到了
那个传说中要潜水过去的地方。这个长约十米的通道，水
面以上几十厘米就是倒挂着的石钟乳，头稍微抬高一点就
会撞到石钟乳，太低呢又会呛水，只能从不高不低的中间
穿过。还好，水位退了点，在岩石与水面之间留了一点空
隙。但水深齐腰，我们只得作半蹲状，全身浸入水中，冰凉
透骨的水淹至肩膀，大家冻得直打哆嗦，花了四五分钟才
穿过这段路。随即，我们每人都强迫自己喝了一大口高度
白酒。

大家进洞快3个小时，编导王林林不小心将摄像机的
电池掉落入水，为了抢救电池，脚一滑，摔了一跤，好在只
是右手肘部外侧被石壁擦破，贴上一块创可贴了事。有了
这一次小小意外，大家行走得更加小心翼翼。

我们来到一块貌似快要垮塌的巨石前，“小径”在巨石下
延伸向前，当我们从巨石下面钻过的时候，我颤颤巍巍在想，
如果稍有震动，这个巨石就完全可能如同“泰山压顶”一般而
下，人就会被压得粉碎，心里着实有点虚。

为了防备人员在洞中走失，我们清点了一下人数，报上
来说是17人。我猛地发觉不对！连忙说，应该是19人哟，
还差两人。再清点了一次，还是17人。这时候，向导陈明权
慢腾腾地说，只有17人了，有两个走了一阵，说不好耍就倒
回去了。我埋怨道，早点说嘛，吓我一跳！

五
一个个诡异的字符似乎在盘旋、延伸

进洞走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距离洞
口已经有5公里远了。忽然，猛听得有人惊呼：“符号！符
号！那有符号！”“有符号啦！看见符号啦！”顺着声音传过来
的方向，在闪动的探照灯和手电筒的光柱划过间，隐隐约约看
见崖壁的一侧有一个个诡异的字符，字符似乎还盘旋、延伸在
人们的头顶，这就是坊间盛传的“藏宝图”！我们终于来到了
这个让人魂牵梦萦、传说绘制有神秘符号的“藏宝大厅”。

稍微调匀气息、立定身形后，我环顾“藏宝大厅”四周，仔
细观察：这是一段峡谷，由暗河长年冲刷而成，从下往上看，
有两座石板“天桥”横跨在两层峡谷的两块巨石中间。峡谷
右岸上方有堵崖壁，崖壁右侧边是个斜坡，斜坡上面是一片
有300多平方米、高近2.5米的空地。要到上面的空地去，必
须从只有半人高的斜坡通道“低头哈腰”地爬上去，才可能仰
视、近距离观看这些神秘符号。

当我们爬到斜坡上面的一层，有数百幅杂乱无章的不规
则符号或图案，每一幅图案或符号都由许多黑色线条组成；符
号和图案都是独立分布，不成行也不成排，彼此之间毫无关
联。与坊间流传的一样，有的像地图，有的像渔网，有的像城
墙垛口，有的像巫师的“鬼画桃符”，有的像一团乱麻，有的像
汉字，有“由”“天”“平”“上”“下”等几十个文字，形状大小不
一，最多、最明显的就是“由”字。

在分布神秘符号崖壁的四周，大家看见还有几块打磨

成三角形的石块，一座用规则石
片砌筑而成的“神龛”，一处用过火的“火
塘”，一口用土堆成的、里面的水很清澈的“水槽”，两座

“石板桥”，三个用许多规则石块垒砌成古墓一样的“坟堆”
等物体，旁边还有明显的用片状石块搭建的一条“石阶”路
通向上方。

有村民在最大的一个“坟堆”上，发现了很多白色的晶状
粉末，好几个人围过去，有人抓了一把粉末供大家拍照。还
有位村民以为是食盐，正准备用舌头尝一尝，但被摄像师王
健制止了。奇怪的是，随后大家在其他的“坟堆”上查找，却
再也没有找到这样的白色晶状粉末了。

我招呼李才刚村主任帮我摊开事先绘制的《神秘符号
分布草图》，向导杨文福用手电给我们照明，和现场的实
物、实景进行对比、分析；青年志愿者李宏伟拉皮尺，向导
陈明权打下手，帮小寅子做考古丈量、测绘；BTV记者王林
林与王健在大学生村官罗刚的协助下，端着摄像器材忙着
取景、拍摄；其余的人怀着好奇的心理，各自随意地浏览、
观赏、抚摸、拍照……

六
听说不是藏宝图 大家都很失望

待众人“忙”得差不多了，我大声招呼了一下“我给
你们讲一下哈，看有道理没得！”稍等片刻，我用右手抚
摸着一处痕迹比较清晰的符号，侧身缓声给解说道：你
们仔细看看，这个笔痕这么粗，笔道却那么浅，完全可以
确定是用金属工具——一种叫錾子的小凿子打出来
的。当然，绝大多数符号和图案，还是用黑颜色涂抹或
划上去的。

我移动几步，继续给围过来的大家伙解说道：“大家看看
这幅像长城垛口的图案，它是一种传统几何装饰连续纹样，
用我们专业的行话来称呼叫做回纹。顾名思义，它横竖折绕
组成如同汉字的‘回’字形，古人常常把这种图案用来放在物
件或图案边沿，充当配角，作为辅助装饰纹样。回纹因其构
成形式回环反复，延绵不断，又有‘富贵不断头’的说法。传
统意义上，它大多表示福禄寿喜、长命百岁、富贵永昌等吉利
方面的意思。不了解这个古代文化常识的人们，往往会觉得
这幅图案有方向指引性的意思，自然就会和藏宝图挂上钩
了。呵呵……”

我略微低头，指着上方说，“看看我们头顶上面石崖的
这一大片回纹图案，它呈封闭的组合，可能有分区域的意
思在里面。它貌似一个圆形的屋顶，在这里，有可能象征
人们临时居所——屋宇的意思。”我环视四周，接着讲解
道：“那里有一个‘寿’字，就是‘长寿’的‘寿’字，你们看一
看，外形上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古代的兵器架？这样的‘寿’
字字形，在我们重庆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民宅的堂屋里
或墓葬前面的牌坊上都很常见。”

我归纳道：“这个地方，处在山洞的深处，潮湿、黑暗，进
出不方便，是不适合普通人长期生活的。砌筑的‘神龛’（应
该是供奉土地神或山神的）、用过火的‘火塘’、取水的‘水
槽’、为方便行走而修建的‘石阶’‘天桥’以及‘人工堆体’（应
该是堆积的材料，而不是坟墓）……种种迹象表明，这些都是
人类曾经加工、使用过的遗迹，当时肯定有人在这里生产、生
活并居住过。我认为，这里应该是一处典型的、清末民初时
期的熬硝遗址，他们在洞内采矿取水，就地熬硝。我们发现
的这些‘水槽’‘火塘’‘神龛’‘人工堆体’‘天桥’‘石阶’以及
所有的符号、图案和文字，都应该属于熬硝工场的生产、熬硝
人的生活等活动遗留下来的，是以硝池、硝灶为核心，与熬硝
有关的配套遗迹。它们与当地老乡盛传古代世家绘制藏宝
图没有任何关系。”

我定了定神，看见大家怏怏失落的样子，继续说：“也
许大家很失望，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说破了，一点也不神
奇了。很遗憾，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其实，在武陵山地区，
像这样的熬硝工场还是比较多的。”

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硝是配制火药的
主要成分，它广泛存在于大自然与人们生活环境中，尤其
是南方喀斯特溶洞有大量的硝石、硝土存在。然而，正因
为这些溶洞的地理环境险恶，鲜有人问津，广大公众对古
代熬硝遗址的认识还有待深入。自古以来，黔江地区就
有熬硝的传统，尤其是到了清末民初，无论是官府还是地
方大户、乡民，他们大都在山野间、溶洞里广泛炼硝，一来
可以扩大自己的实力，二来可以换作钱财、粮饷。“火塘”
就是用于熬硝的炉灶，“坟堆”是堆积原料或成品的料场，
而白色晶状粉末就是炼成的硝。

（下转12版）

走过3条瀑布，3个小湖，4处“千人厅堂”
我们终于看到满布崖壁的神秘符号
发现“神龛”“石板桥”“坟堆”，有的神秘符号像地图，像渔网，像城墙垛口，像巫师的“鬼画桃符”，像汉字，形状大小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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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
>>

（上接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