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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溪源头
在西山与东山崇山峻岭间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粒粒雨露，一
丝丝细流，从竹尖沁出，从叶间滴落，从石缝迸出，
渐渐地就汇成了一条条小溪，小溪汇成了小河。
龙溪河的源头，便是由这样一些溪河组成：七涧
河、小沙河、回龙河、张星桥河、川西河、千峰河、龙
洞河……它们来自梁平的西山与东山的崇山峻岭
之间。从四面八方汇集一起，以仁贤街道周家湾、
荫平镇两汇口“会师”为标志，合成了长江上游重
要水系之一，这就是龙溪河。当它扭身一转，出了
梁平，去了垫江，又如九曲黄河一般，逶迤山间，缠
绕村舍，袅袅娜娜，奔向长寿，最后浩浩荡荡地注
入长江，流向大海。

因为一路流经的村落多了，汇合的小溪
多了，在那些流经地，人们给它取了各种
各样的名字，有以村命名的，有以山
命名的，有以支流命名的。其
实，龙溪河最早的名称叫桂
溪。《四川通志》载：“桂溪在
县（梁平）西南三十里，两
岸多桂，唐以此名县。”
《梁山县志》载：“桂溪，县
西南三十里，两岸多
桂。唐忠州有桂溪县
（垫江），以此得名，一名
高滩溪……”这两则文字
具体说明桂溪得名原因，
以及用“桂溪”名命县的历
史，从唐至今已一千多年
了。后来逐渐演变成叫高滩
河，20世纪80年代版《梁平县志》
用的就是“高滩河”这名称。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是中
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在梁平，龙文
化尤为丰厚，有蟠龙、云龙、回龙、龙胜等地名，
有草把龙、接龙习俗等非遗项目。龙溪河状如游
走的巨龙，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称“桂溪”为龙溪
河，而“桂溪”则成为居龙溪河中游的垫江县县治
所在地习用名。

百里竹海
龙溪之源隐藏诗意和故事

500里龙溪河最初的一股水流究竟从哪里流出
来？有人说来自明达镇龙马村文家沟，有人说来自
百里竹海的分水岭，还有人说来自东山国家森林公
园……然而，真正见到龙溪源头的人或许并不多。

草长莺飞季节，笔者与梁平区河长办的蒋兄，
驱车来到竹山镇猎神社区。

在百里竹海之巅有一个叫“分水岭”的地方，
海拔1000多米。这里苍翠秀丽，森林茂密，因为
水的滋润而美不胜收。沿着山脊而行，无数条河
流的源头之水从此出发，它们顺着山势或急或
缓，或奔流而下、或积水成潭，流向各自的归
处。同行的村民老黄说,流向山脊东边的成
为长江干流的源头水，流向西部的则成为
嘉陵江一些河流的源头水。

听说山上有一个泉眼就是龙溪源。
我们费尽心思才在一个叫“竹林七贤”的
地方，看见一个比脸盆略大的水凼静卧
于竹林下。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龙溪之源？
老黄说，这个水凼一年四季不会干

涸，丰水季节四面八方的水汇集于此。
在泉眼附近，遗存有七八个废弃水

池。老黄告诉我那是土法舀纸的料浆池，
从建设规模可以联想到当年生产场景的兴
盛。舀纸是竹山人千百年来的传统手艺，
是当地农民的一大手工业。与其他地方土
法造纸不同的是，梁平舀出的二元纸色泽黄
亮，质地细腻，耐皱耐折，吸水性佳，是书画、印
刷、祭祀的上等纸张，深受士人百姓的喜爱。抗
日战争时期，重庆《新华日报》一段时间的用纸，就
从梁山（今梁平）县采购。在造纸产业鼎盛时期，大
大小小造纸作坊遍布梁平，仅在百里竹海里就有成
百上千家作坊。当时所产的土纸，不仅销往四川、广
东等地，还远销东南亚。2009年，梁平土法造纸技
艺被列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有人说龙溪河的源头在百里竹海“竹海之门”
附近的明达镇茶花岭，位于竹山、明达、礼让三镇
交界处。

我们来到明达镇新益村三组，年近七旬的村
民谢大爷说茶花岭曾是有名的老茶山。谢大爷
祖祖辈辈都是木工，为山后的煤窑做工。老人
带我们来到半山上的一个采煤洞子，七八十年
前这眼煤洞曾经盛极一时。从人工开挖的槽子
进入洞内，煤路空间有七八米高，但宽不足一
米，也就是说只能一人行走。寂静的洞内有滴
滴答答的水声，一股较大的清泉从里面流出。

全国首条梯
级开发河流，滋

养着200万儿女

在长江干流与嘉陵江支流渠
河的分水岭上，横亘着两道势如脊

梁的山脉：高梁山和明月山。它们海
拔逾千米，连绵环绕，成为行政区域的

天然分界线，也是江河的主要水源涵养
地。

在这两座山的山麓下，有一块重庆境
内最广袤的沃土平畴，呈现湖光氤氲、溪流

蜿蜒、万石耕春的秀美景象，这里就是梁
平。其境内有龙溪河、铜钵河、新盛河等大

小河流408条，它们从高梁山、明月山、都梁
山等千山万壑中走出来，如大地的血脉，为万
物提供生命之源，为生命增添灵动的美感。它
们一路欢歌，流向四周各区，然后汇入嘉陵江和
长江。

作为长江北岸的一级支流，龙溪河不仅是梁
平境内最大的河流，也是梁平、垫江、长寿三地人
民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母亲河”。龙溪河更是三
峡库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之一，为全国第一条梯级开
发河流。

龙溪河干流总长238公里，流域面积3248平方
公里，惠泽近200万人口，经济总量超过1000亿元。
在梁平区境内，龙溪河干流长70.1公里，流域面积
801平方公里，经济总量占全区2/3以上。龙溪河流
域为国家首批16个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
展试点区域之一。

滴水之聚可成江河，百里龙溪就从这些普通的地
方起源。很多大江大河的源头也是这样，看起来毫不
起眼，但这要想成为真正的大江大河，必须经过很多的
融合汇聚。

龙溪河一路走来，500里的溪河两岸催红生绿，百
态千姿。

在历史上，当地百姓因各种佐证各执己见，都
认为自己是龙溪源头正源，但龙溪河没有说话，

而是以她最初的包容接纳了东西二源的水脉，
这正是龙溪河非凡的胸怀和品质，也正是这

一条大河给予人类最本色的生命意义。
2018年，龙溪河（梁平段）被评为

“重庆市十大最美河流”。
2019 年，龙溪河（梁平段）

获评“长江经济带美丽河流”。
2022 年 11 月 5 日至 13

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
缔约方大会在中国武汉
和瑞士日内瓦同步举
行，梁平成功入选第二
批“国际湿地城市”，
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唯
一一个获得此称号
的城市。

（作者系重庆梁
平区作协副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

水滴在一瞬间团聚，而在下一瞬间簇拥成涓涓
细流，潺潺流水再凝聚成湍湍的溪涧。在几公里外，
这些来自茶花岭的甘露将与明达镇龙马村的溪流汇
合，与其他不知名的小河一起注入龙溪河。它们争
先恐后地走出竹海，走出千年古道，走出了亿万年的
沉寂，直到今天。

汇溪成流
成就龙溪河东山之源

人类文明孕育于河流，梁平亦是如此。水是生
命的命脉，水源充足的地方，也是最丰饶之地。

在梁平东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地险峻独特，山岭
层峦叠嶂，山下河流卵石成堆。一股泉水从废弃的
三洞桥煤洞流出，从小溪汇聚成大流，形成龙溪河干
流上的支流——小沙河，再流到沙坝水库，成为龙溪
河东山之源。

地处万梁古道的三洞桥煤厂，曾经风光无限。
七十多岁的梁山街道沙坝村村民蒋大爷告诉我，他
家几代人从事挖煤工作，三洞桥煤厂鼎盛时一天可
出十多吨煤，每天有五六十人排队购买。

三洞桥地处“梁山八景”之一的“高梁耸翠”
腹地，离梁平县城15里远，是万梁古驿道西大
路的必经之地。往上攀越8里路到达凉风垭，
下长坡就是蟠龙洞、百步梯等景点。想当年，
络绎不绝的“挑儿匠”从这里经过，他们挑军
粮、桐油下万州，再挑日用品回梁平。在万
梁古驿道，还遗存有大量的人文古迹，如“蜀
道难”“天子万年”题刻，每一处遗迹都能找
到旧时的恬静与硝烟，让你置身未曾谋面
的过往。

万梁古驿道是荆楚吴越入蜀至川西的
必经之道，在万州分水扼守驿道关口，为朝
廷常设官驿与商驿站点。现存古道修于明
代，清乾隆二年（1737年）辟为驿道，道路宽
敞，便于轿马通行。这条驿道从万州分水至
梁平的曲水、福禄坝、银河桥、蟠龙桥，然后经
三洞桥到达李家坝、松树坪，沿龙溪河干流上
的支流——小沙河进入梁山县城东门。旅居
梁山的诸多文人墨客将沿途的见闻以诗歌、书
法、绘画等形式固化下来，为梁平留下对外文化
交流的宝贵财富。

1177年 5月，南宋诗人范成大赴任成都。
当他来到梁山时写下了《峰门岭遇雨》一诗：“穷
乡谁与话悲酸，驻马看云强自宽。酒力无端妨宿
病，诗情不浅任尘官。虎狼地僻炊烟晚，风雨天低
夏木寒。行尽峰门千万丈，梁山鼓角报平安。”

范成大其实是循着同时代另外一位文学大咖来
到这里的——5年前的1172年即宋乾道八年冬，南宋
著名诗人、夔州通判陆游，当年应时任四川宣抚使王炎
之邀，到川陕边境的抗金前线——南郑（今汉中一带）
担任王炎的幕僚，途中被梁山优美景色吸引，写下了《题
梁山军瑞丰亭》一诗。诗中“都梁之民独无苦，须晴得晴
雨得雨”笔传千载，情动巴渝。

蒋大爷告诉我，范成大笔下的峰门岭就是龙溪源头
之一的山岭，离三洞桥煤厂有8里路，可惜杂草封路，未曾
前往。

岁月沧桑，光阴流转，位处龙溪源头的三洞桥、梁山古
驿道，以及峰门岭依旧在此等候踏足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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