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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里为啥有个“金”字

去年冬天，我接受任务，来到巫山县金坪乡五星村任乡村
振兴第一书记。一直以来，我对金坪乡的名字都有些疑问。如
此贫瘠的高山，为什么名字里有个“金”字？

乡文化站的李主任给了我答案：“以前还叫黄金坪呢！传
说多年前每到夏天，山坳里到处开满了金丝桃，金丝桃的花蕊
如金线，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放眼望去满山遍野一片金
色，贫穷的人们向往富裕，于是给这里起名黄金坪，后来逐渐简
化为如今的金坪，金坪村里的泰山庙以前还叫黄金庙呢！”

李主任热情地继续介绍，“不仅是金丝桃呈现金黄色，到了
秋天，满山的树木也是一片金黄，和临邻的梨子坪森林连成一
体。田野里人们种植的黄花菜、烟叶到秋天也成熟了，各种层
次的黄色美景堆积，仿佛油画般，人们沉浸在丰收的喜庆中，谁
不喜欢铺满金子的地方呢？”

这里群山连绵、沟壑纵横，有后溪河、马渡河从山脚穿过，
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梨子坪森林公园，植被丰富，空气清
新，是野生动植物的乐园。这里拥有白术、独活、杜仲、连翘
等上百种中药，有獐、麂、野猪、野羊、獾、松鼠等几十种珍稀
动物。走在公路上，偶尔可以看见一掠而过的雉鸡、惊恐跑
过的野兔。

金坪乡的文化底蕴也是不容小觑的。屹立千万年的巍峨
大山虽然不说话，但它沐过春秋的风，筚过汉唐的雨，承载过明
清的铁骑，见证过红军劲旅。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灭
六国，这里就是秦楚兵戎相见的战场；待到明朝末年，张献忠起
义军更是几进几出，最后的反清队伍“夔东十三家”也在这片森
林里休养生息、养精蓄锐。而金坪乡老一辈人最为熟知的是，
1932年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从白果乡的苏家坡蹚过马
渡河来到金坪，在袁都坪、鲁家坪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接待。

倾尽全力在山顶修道观

金坪人的确是自信的，他们征服山林也敬畏山林。位于连
山村的登龙观就可以说明。

登龙观因奇特的山形被人们所崇拜，这道山梁如一条游龙
从河谷盘旋而上，龙头搭在两山的拐角处，形成了“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的要隘。站在山顶远望，对面的大昌镇、官阳镇、平和
乡、当阳乡一览无余，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

早在清朝嘉庆年间，人们在山顶修建了道观，有道士长年
居住，为周围的老百姓看病祈祷。一传十，十传百，这里的香火
逐渐旺起来。因为崇拜，人们宁愿节衣缩食也要供奉这里的香
火。解放前，登龙观方圆百里老百姓的房屋全是茅草屋，登龙
观却是请外地石匠精心雕刻的门廊和石柱，用桐油
石灰浇筑的主题建筑。

如果冬天来登龙观，会有意外惊喜！两乡三镇的红叶竞
相绽放，一道道山梁、一条条深涧，红得像火，与天边的红霞
连接，蔚为壮观！待到晚上，大昌镇的灯光四起，又是一番景
象，各种颜色的灯光映照着泰昌湖的粼粼水波，更加摇曳多
姿！山高可以望远，金坪就有这样的条件。不仅可以在登龙
观俯瞰大昌等三镇，沿着山路转到五星村、袁都村，县城全景
尽收眼底，长江、大宁河、文峰观一览无余。你会生出“登金
坪而小巫山”的想法。

泥柱子顶着一块巨石

山的千姿百态，造就了形态奇特的石头。在山里穿行，你
随时可以发现各种形状的大小石头，有的像婀娜多姿的少女，
有的像憨态可掬的小猫……在金坪乡五星村和双龙镇高坪村
接界的地方，就有一块大石头。“这个石头很灵的，它会保佑人
们百事兴旺，没病没灾！”带路的张大爷这样告诉我。

当地人称之为“土背石”，这块呈黑青色的大石头，远看像
巨大的灵芝，近看就是一个泥柱子顶着一块巨大的石头。一个
泥柱子怎么能承载比自己重好多倍的石头而屹立不倒？

张大爷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金坪的老人都爱讲关于山里的
故事。

民国时期，有个湖北宜昌姓韩的商人，晚上梦见了这个石
头，说可以给他带来好运，于是韩姓商人就依照梦境指路寻到
了金坪乡五星村，给石头烧香许愿，没过几年他家里就发了
财。这个事情传开后，周围的人都来拜“土背石”，祈求风调雨
顺、人畜兴旺、万事平安。据说万州的一个地质勘测队也来看
过，没检测出里面有特别的物质。但张大爷坚持说，泥柱子里
面有一根金柱子，不然怎么能支撑巨石千年不倒！张大爷讲得
活灵活现的，我本想和他辩论一番，但忍住了。我知道，越是自
然条件恶劣的地方，人们越愿意相信神灵的存在，不是迷信，而
是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是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

我来金坪快半年了，也只是刚撩起它神秘面纱的一角。乡
村振兴是宏大的工程，金坪乡有了生态振兴和文化振兴的基
础，还需要挖掘人才振兴、产业振兴的潜力。最高层面的扶贫
是给予人改变命运的好观念，“启迪”人的觉悟，“震撼”人的灵
魂，让贫穷者从“根”上去改变他们的文化属性。这才是真正的

“挖金”。
说起金坪的发展，乡党委熊书记信心满满，他说交通给金

坪带来划时代的改变。金坪在几年内将成为县城的后花园、瓜
果园，成为市民的高山纳凉避暑基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

市井烟火

在一家单位做领导的老沈去年退休了，不
过他爱好广泛，摄影、爬山、钓鱼、拉二胡，跑到
林子里在树中间搭一个吊床，在吊床上慢慢地
摇啊摇，日子过得从容悠闲。

老友聚会，我能感觉到他的落寞

老沈常邀约几个老友聚会。在这些聚会
里，我看出老沈处处显出的修养，他谦卑，他随
和，照顾着每一个人的情绪，望人的眼光充满了
柔和包容。不过，我还是感觉到了老沈流露出
来的落寞。

果真，老沈有天对我轻微抱怨说，前不久回
单位办事，碰见以前给他开车的司机，那司机对
他也只是点点头就匆匆走了，从前一些同事忙
着工作甚至没跟他打上一声招呼。老沈为这些
细节纠结不已，反反复复做着自己的心理建设，
还是想不通。

我安慰老沈说，人事与万物一样，都逃离不
了新陈代谢的规律，见异思迁也是人性里的一
部分，不要有太多失落感。我还安慰老沈，名利
如浮云，人应该多去医院和墓地走走看看，啥都
看透了，啥都想明白了。

我的安慰不太正能量，不过老沈深以为
然。我陪老沈相继探望了病危中的老朋友，老
朋友伸出枯瘦小手，这是诀别人世前的相握，细
若游丝的生命随时绷断。我们去了从前老友的
墓地，墓碑前老友的遗照笑盈盈的，却已是遥遥
时空阻隔。

老沈似乎通泰多了。他站在山顶俯瞰城
市，感叹人如蝼蚁，他抱住一棵苍苍大树，感叹
人活不过一棵树；他牙齿掉了一颗，感叹人终究
啃不动时光里一些坚硬的东西。

有天几个老友聚会，喝着老沈从自家带来
的虫草泡酒。老沈依然坐在中间，他同大家碰
杯后，把杯子稳稳地放在桌子上，目光威严地扫
视着大家。大家分明感到，老沈依然不失从前
当领导的派头，他还是处于大家的中心。

老罗是个直肠子，嗓门也大，他突然站起身
冲老沈说：你从前当领导时，见一面很难，也从
来没帮过大家的忙。

老沈站起身，有些激动，用手一一指着大家
问：你们，你们当时来找过我吗？我盼着你们
来，结果你们没来，你们真来找我了，只要不超
出原则的事，我是绝对要办的！

沉默半晌后，我打了一个圆场，“是啊，你们
当时去找过老沈吗？他是一个念旧情的人，只
要能办的事，他肯定是要办的。”

大家不再说什么，散去，回家，还有一个温
暖的被窝等着躺进去。

退休之后，他才觉得老友如棉袄

回家后，我没立即入睡。我想起有次，自信
满满地找还在位的老沈帮忙办一件事。

那天，老沈的秘书把我带到办公室，他正埋
头批阅文件，我明显看出他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
不耐烦表情。老沈也没给我倒茶水，开门见山地
问：“我马上要出门开一个重要会议，你有事直说
吧。”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出来，老沈立即摆摆
手说，哎呀，会议时间要到了，我得出门了。老沈
随即起身，挎上公文包出门去开重要会议。我尾
随在后面，涨红着脸鼓起勇气喊了一声他的职务
后，结结巴巴地说，我等你的消息。老沈说，好。

但一直没等到老沈的回复。其实，我帮别
人办的那件事真是一件小事，都是按照相关要求
可以办理的。我出于虚荣心，想在那人面前炫耀
一番，也有意去试探一下老沈是不是一个念旧情
的人。结果，委托我帮忙办事的那人自己很快去
办好了，那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这人啊，就
是爱吹牛。”那人和我的关系也随即淡漠了。

为这事，反倒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我
也为这事给自己做心理按摩。我安慰自己，老
沈公务繁忙，像我这样去给他添堵的人，他不搭
理才是正派之人。

我原谅了老沈，也远离了老沈，直到他退休。
但这事，老沈还是自己来拆解了。前不久

的一天，我和老沈去钓鱼，老沈给我道歉说，那
次那件小事，其实他是当即就可以帮助办了的，
但他对我们这些当年老友有些看不惯了，觉得
是一些俗气的人，当然自己办事还是要有底线
的。我说，确实如此。

老沈感叹，我现在才觉得，就是你们这些看
来俗气的人，如披在身上的老棉袄一样，暖和，
踏实，心安。

（作者系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干部）

老友如棉袄
暖和，踏实，心安

□李晓

贫瘠的高山，没有金矿，没有坪坝，却有一座黄金庙
神秘“土背石”千年不倒，里面的金柱勘测队也测不到

巫山金坪乡的金子究竟藏在哪儿？
□龚道鹏

第一次听说金坪这个地方是在40年
前。一天上学路上，街上围着一群人在选什
么果子，我好奇地钻进去看热闹。看见地上
蹲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穿着打补丁的
黑灰色衣裳，光着一双脚丫，两只手臂护着
一个背篼，里面装着毛糊糊的猕猴桃。

上个世纪80年代，县城里的人很少有
吃过猕猴桃的，那时没有人工种植，市场上
少有人出售。小伙子讲他父亲在医院住院，
急需用钱，猕猴桃全是自己走了一整天背到
县城的，卖2分钱一个。街上许多人围着
他，并不买猕猴桃，却对他品头论足。“高山
的人不怕冷，也不怕扎刺，一年四季都不穿
鞋的！”

青年把布满血痕的赤脚朝背篼后面藏，
从此金坪这个地方在我脑海里有了模糊的
印象。金坪乡穷，似乎和“金子”并不沾边。 “土背石”远看像巨大的灵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