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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山城，到处都有“崖”和“岩”，
其中叫“岩”的地名全市有 12600 多个。
查词典，“岩”一是指高峻的山崖，如岩
壁；二是指构成地壳的石头，如岩石；三
是指险要、险峻的地方，如岩险；四是指
山中的洞穴，如芦笛岩（在广西）。

重庆地名中“岩”，几乎都是指山
崖。山崖简称“崖”，读作yá，旧时读作
ái。“ 岩 ”读 作 yán，重 庆 人 却 读 作
ái。既然读作 ái，就与“崖”的旧音相
同。按理说，观音岩、曾家岩、虎头岩之
类的“岩”，都应写作“崖”，但重庆人对

“崖”字不感冒，偏要写作“岩”。只好把
“岩”看作是方言，只能按照方言来读。
但是，诸如《重庆方言词解》《四川方言
词典》之类书中，却没有收录这个“岩”
字，没有标明“岩”读作 ái。用普通话
向外地人介绍，就只好说观音 yán、曾
家 yán、虎头 yán，重庆人听起来就怪
眉怪眼的了。

洪崖洞是洪崖下的洞，偏偏又写作
了“崖”。按旧音读，就是洪 ái。事实
上，老一点的重庆人几乎都把洪崖洞读
成“洪 ái 洞”。如今按普通话读作“洪
yá 洞”，背离了重庆方言的本义，消解
了方言那种古朴的韵味，听起来也怪眉
怪眼的。

事实上，除了洪崖洞这个特例，重庆
所有的山崖都被写作山岩，都被读作山
ái，例如鹅公岩、华岩、马家岩、聚贤岩、
后丰（峰）岩等。据《元史》和《宋史》记
载，彭大雅筑重庆城就有洪崖、千厮、镇
西、熏风、太平五座城门。虽然当年重庆
人可能把“洪崖”写成“洪岩”，但彭大雅
是文人，籍贯为江西，觉得那“岩”字不
妥，于是加以订正，把“岩”改为“崖”，把

“洪崖”二字写到城门上。有了洪崖门，
那山崖和山崖下的“洞”也就只好跟着用

“崖”字了，于是就有了洪崖和洪崖洞。
字虽然改了，用的还是旧音，依然读作洪
ái。直至重庆成了网红城市，外地人来
多了，又要推广普通话，洪崖洞才读作

“洪yá洞”。
还有一个特例是红岩村，位于虎头

岩下。虽然虎头岩也是山崖，但红岩村
离那山崖有很长一段距离，并不是因虎
头岩而得名的。侏罗纪时，重庆是古地
中海的边沿，由于地壳运动逐渐突出，地
中海退缩，留下了大片大片的红色页
岩。页岩容易风化，当年红岩村那地方
到处都可以见到红色岩石，因此得名红
岩嘴，后来雅化为红岩村。如今绿化太
好，树木掩映，红岩村里很难看到那红色
的岩石了。

虽然“岩”也有山崖的意思，但在现
代汉语中其主要含义却是岩石。“崖”虽
然也有多义，但主要是指山石或高地陡
立的侧面，与重庆的“岩”更切合。用

“崖”来代替重庆的“岩”（红岩村除外），
可能更适合。从读音上说，“崖”的旧音
为ái，按旧音读，也与重庆人的读音相
同，可能并无多大的违拗。

除了行政区划地名之外，其他地
名大多都是约定俗成的，大家叫惯了，
写惯了，也不必那么认真，更不必一定
要去纠正。曾家岩就曾家岩，何必要
写做曾家崖呢？即使要说普通话，洪
崖洞就不要说成是“洪 yá 洞”了，说成

“洪 ái 洞”岂不更好；虎头岩之类，也
不必一定要说成是“虎头 yán”，说成

“虎头 ái”，并进行一点解释，是不是
更有趣味呢？
（作者为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退休职工）

重庆地名中的

你读正确了吗？
□李正权

崖和岩

“可不可以说，你是中国最能写的女人？”
“不敢，不敢，不敢！”
我的一句玩笑话，让她摇着头连说了三个“不

敢”。我知道，她是一个单纯而低调的人，她不喜欢这些带
“最”字的光环，只希望在如童话般简单的世界生活。

她叫曾维惠，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在那个阳
光明朗的初冬，她降生在江津县依山傍水的高牙仙池
坝；因为喜欢花，喜欢紫色，还喜欢宗璞的《紫藤萝瀑
布》，便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紫藤萝瀑布（在师范
校时曾用笔名“雯君”发表作品），且留有一头如瀑布般
的长卷发，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她瀑布或布老
师；因为爱孩子，爱阅读，爱写作，在过去的
20年中，发表作品2000余篇（首），出版
个人著作160余本。

山村小学被窝里的童话

20世纪90年代，曾维惠带着满腔热爱来到了江津师范学
校。校园里有一位戴眼镜的老师——黄明超。因为喜欢儿童
文学，1990年 10月，明超先生在学校里建立了儿童文学
社，培养了一批批儿童文学爱好者，童话的光芒照进
了曾维惠的世界。

“我很幸运，在明超先生的帮助下，我的童
话发表了！”曾维惠回忆：1992年11月，她在
《中师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童话《小白兔，采蘑
菇》。明超先生捧着曾维惠发表的童话，像
捧着自己的孩子一般说道：“这篇既是童话
又是诗，读来朗朗上口……”明超先生的笑
声回荡在校园上空……由此，一颗文学的种
子，在曾维惠的心底扎根发芽。

毕业后，曾维惠申请到偏远的柏林沙河小
学工作。那是一个挂在半山腰的小学，那里没有
电话，交通不便，甚至连可以交流写作的朋友都没有
……学校里，一些人来了，一些人又走了，她却沉浸在自己的
小世界里，用饱满的热情给孩子们讲好每一堂课，以昂扬的姿
态鼓励着孩子们走出大山。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冬日时常被冻得双手发紫，因此曾维
惠时常坐在被窝里写稿，久而久之，家里的布毯和被套全部都
浸满墨水氤氲的痕迹。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她大量地阅读
并创作儿童作品。寂静的雪夜里开出了幽香的腊梅，与文字
相伴的日子里，她觉得十分充实和心安。

她总说：“我是属牛的，我相信自己有牛一样的勤奋，有牛
一样的韧性，有牛一样的坚守。”在那段抬头看山低头
看水的日子里，她一直沉浸于自己的文学阵地。
写绘本，写儿歌、写童话，写小说……

因为足够努力和勤奋，她一面站在三尺讲台
上，一面向杂志报纸邮寄稿件。尽管收获的铅字
不多，她都会与恩师明超先生分享这些喜悦……

在信中，明超先生给了她鼓励、鞭策、温暖，
这让曾维惠备受鼓舞，更加努力地写作。

纯净的童话王国

她的笔下，有活泼可爱的阳光少年，有温馨
励志的上进少年，也有伤心忧郁的叛逆少年。通过
书中活灵活现的人物塑造，影响了许许多多的青少年，她
始终如一，用一颗纯净的心灵为孩子们放歌。

写得多了，发表得多了，很多人便会十分好奇地问她：“你
脑子里的故事不会被写完吗？”她总会微笑地回答：“我生活在
孩子们的中间啊，他们给了我无穷无尽的灵感啊！”

曾维惠在完成教学任务后，总会从学校图书室里借来许多
书给孩子们读，或者是把自己写的童话和小说讲给他们听。她
耐心地给孩子们讲作文，讲山里趣事。这些趣事慢慢地被沾上
墨汁，爬到方格纸上……每到这个时候，曾维惠便会用信封和
邮票，将孩子们的作文寄往远方。当然，岁月带给她的回报也
十分丰厚，班里不少孩子先后在《少年先锋报》《语文学习报》
《初中生之友》《语文报》《作文指导报》等报刊发表……

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夜，一个书商找到曾维惠，见面的第一
句话便是：“曾老师，我十分迫切地想找您来写一套校园小说！”

书商的话让曾维惠在备受鼓励的同时又有些担忧。书商

见状便说道：“曾老师，只要您愿意写，我可以给你印几十万
册，版税您说了算……”

曾维惠心里“咯噔”一下，行文多年，竟从来没有碰到过这
等好事！曾维惠心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而且自己的名气
并不是那么大，那么响！

曾维惠问道：“是写哪方面的？”书商见状，立即将某某某
出版的书摆在曾维惠的面前说道：“您按照这个写，书

准卖到火爆，以您的文笔，绝对要脱销！”
曾维惠拿起书，翻了翻，拒绝了那位书商：

“这样的东西，能拿给孩子们读吗？你这不是
在害人吗？”在曾维惠看来，这样的书，不能给
自己的女儿读，不能给班上的孩子读，就一
定不能给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读。

自那以后，更加坚定了曾维惠想要给孩子
们一个纯净世界的想法。有首有名的歌里唱
道：“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曾维惠却说：“童话里

不是骗人的。我愿意用一颗纯净的心，永远为孩
子们写作，为孩子们的成长放歌！”

连续四年问鼎冰心奖

因为勤奋、吃得苦，在过去的20年里，曾维惠发表作品
2000余篇（首），出版个人著作160余本，作品更是获奖无数：
冰心儿童图书奖（2014年、2015年、2016年连续三届）、2017年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

除了获得一些奖项外，她的作品还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选题”“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童书榜”“国家新闻出
版署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

荐书目”“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优秀畅销书排行
榜·总榜”“全国妇联‘书香飘万家’《2022年全国家
庭亲子阅读导读书目》”“重庆市作家协会定点深
入生活项目”“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创作资助签
约作品”……

然而，曾维惠的写作道路并非一帆风
顺，她也有过迷茫。

儿童文学在许多人眼中是小儿科，但她
仍旧一如既往地坚持创作。在心底，她也曾
多次反问过自己：“儿童文学真是小儿科吗？”

她在心底回答自己：“我想，是，又不是。”
可能就文章主人公来说，儿童文学写的就是阿

猫阿狗、就是一群小屁孩儿的一堆破事儿，这样理解为
小儿科也确实没有错。
可在过去，我们不都是孤寂的孩子吗？阿猫、阿狗的快乐和

忧愁、小屁孩儿的勇敢和坚强，不都是陪伴着孩子们健康成长的
精神食粮吗？如此说来，儿童文学的价值和地位非同一般。

想明白这些以后，曾维惠一头埋进自己的童话王国，不分
昼夜地伏案创作。她主动屏蔽了外界的一些消极看法，认准
了通往童话王国的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韧地走下去。她一
直秉承着自己的初心，真诚地和孩子沟通，用笔下的文字去治
愈和温暖一个个幼小的心灵。

她的作品像黑夜中的一缕光，照亮了艰难岁月，温暖了人
间。传递的是人与人之间本该具有的同情与关心，这种同情和
关心可以理解为爱，这种爱使我们在艰难困苦面前不至于绝望。

我也认为：一位有艺术理想和生活理想的作家，才会写
出这样把理想与梦幻、诗意、爱和美感融为一体的儿童文学
作品！ （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

她长发如瀑布
她说童话里不是骗人的

□杨小霜

二十年出版160余本童话书
四次获冰心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