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蔓子墓究竟在哪里？
□陈仁德

现在踏上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上的“马颈关”是一件轻而
易举的事儿。但在南宋末期，登上“马颈关”却非易事；途经
“马颈关”，夺取龙岩城，那简直就是执意求败之举。在抗蒙

战争中，龙岩城因此被称为不败之城，与合川钓鱼城齐名。

“马颈关”创下奇迹

一些学者认为，龙岩城抗蒙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不败
之城，源于城池倚靠天险，凭借的是天造地设的“马颈
关”。从现象上看，如此解释是对的，但也不全对。

南宋守军过“马颈关”扼守龙岩城，硬是顶住了蒙军
的多次猛烈进攻，可以说“马颈关”起到了“关键”作用。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马颈关”又名马嘴山，扼
川黔咽喉，山高路险，四周悬崖绝壁，唯马颈关处有一
独径通向城门，有“一将守关，万人莫敌”之势，历来为
兵家所必争，被誉为“南方第一屏障”。

过了“马颈关”就是建筑在马头上的龙岩城。不难
想象，龙岩城三面悬崖绝壁，异峰突起，犹如马头傲立
空中，耸立云霄。

龙岩城与钓鱼城占地面积都不大。现存龙岩城遗
址东西宽1500米、南北长2500米，总面积约3.75平方千
米。钓鱼城整个山顶东西长1596米、南北宽960米，总面
积约2.5平方千米。

龙岩城跟钓鱼城面积相近，都属于险要弹丸之地，但
是功绩巨大，声名相同。

蒺藜火球大显神威

事实上，龙岩城成为不败之城，凭借的不仅仅是鬼斧神工的
“马颈关”。

龙岩城海拔1780米，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所向披靡的蒙
军誓言攻城拔寨，不料屡战屡败，士气大挫。

1259年1月和2月，蒙军名将纽璘及麾下大将完颜石柱多次
率众攻打龙岩城，但遭到顽强抵抗，久攻之下，败下阵来。当地流

传民谣：“龙岩城上锣鼓响，蒙军气得要发狂。同仇敌忾传捷报，功
绩堪比钓鱼城。”

1259年2月，蒙哥汗下达进攻命令，正式打响钓鱼城大战。双方
激战至4月初，合州连降暴雨20天，蒙军被迫暂停进攻。宋理宗下诏

嘉奖钓鱼城军民，赞扬王坚“婴城固守、百战弥坚，节义为全蜀
山城之冠”。

南川龙岩城当年与合川钓鱼城遥相呼应，形成
掎角之势，让蒙军吃尽苦头。上恩叠颁、下诏嘉奖，抗

蒙姊妹城龙岩城和钓鱼城同获殊荣。
宋军扼守龙岩城，使用檑木、滚石、长矛等冷兵器对

阵蒙军的铁蹄、长枪、短刀、狼牙棒、羊角弓等。
因此说，龙岩城抗蒙有功，火蒺藜也功不可没。源源

不断的火蒺藜原材料硝石，就来自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采硝
工场——金佛山金佛洞、古佛洞。

最近的研究认为，从宋蒙长达半世纪的拉锯战和金佛山熬
硝规模背景来看，金佛山作为当时的大型熬硝基地，为龙岩城军民

抗蒙提供了战略物资（火药）保障，充实了宋军（南平军）的武器装备。

不屈精神闪耀光辉

但在本质上，龙岩城成为不败之城，凭借的也不仅仅是火蒺藜等火药
兵器。

当蒙军水陆并进，来势汹汹。在蒙军围攻龙岩城之际，南宋军统
制官詹钧一骑飞尘，率不足一千的孤兵与蒙军短兵相接，以一当

百，鏖战至血流成河，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詹钧被俘后，纽璘亲自为其敷药喂食，但他“断然不受，

绝食八日”。蒙军把詹钧捆于马背，押到播州土门下劝降。
被浑身箭伤及 8 天饥饿折磨得只剩一口气的詹钧却骂声连
连，毫不认怂……

詹钧的壮烈牺牲、精忠报国让守卫在龙岩城上的将士“悲
愤恸哭”，化悲为力，威武不屈。南平军知军茆世雄率众奋勇
抵抗，“斩虏使，焚伪书，诸将争击”，无官畏惧、无兵投降，最终

大获全胜，“献俘授馘，功不一书”，蒙军则吃尽苦头，
溃不成军，尸横山野，“贼败而退”。

龙岩城成为宋朝抗击蒙军入侵的不败之城、
英雄之城。正是不屈精神抵御了蒙军攻势，让

“上帝之鞭”在南宋的防御体系上折戟沉沙，
延长了南宋王朝的统治，对世界文明进
程也产生深远影响。

龙岩城不败于地势险要，不败于蒺
藜火球，最终不败于不屈精神。

龙岩城不是冰冷的遗迹，而是活
着的历史。而今，龙岩城墙下的喧嚣
充满着人间的烟火气，书写的是盛世
繁华，生动的是今日人间。今日人间
以志气、骨气、硬气锻造着不屈精神。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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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蔓子头颅墓
在荆门山之阳

楚国的巴蔓子头颅墓在哪里呢？既然是楚王为
其举行葬礼，一般说来应该在国都或者国都附近。
据《大清一统志》的“古巴蔓子墓”条称：“楚王以上
卿礼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荆门山今属湖北省宜都
市，战国时属楚地，大家熟知的李白诗“渡远荆门
外，来从楚国游”说的就是这里。战国时的楚国先后
在丹阳（今湖北枝江市）和郢都（今湖北江陵）建都，
其中丹阳距荆门山仅数十里路程，如果巴蔓子的时
代楚都在丹阳，那么，楚王葬巴蔓子于荆门山之阳是
很有可能的。

据《三峡晚报》记者2016年现场探访，那里遗存有
“仙人桥下的一个圆土包”，“当地传闻这就是巴国英烈
巴蔓子的墓地。”“（该地）现在是柳林村8组吴玉兵的责
任山。1989年，当地镇政府干部徐发年、胡振祥等七人
考察此地时，在天坑左侧发现一墓，有人说是巴蔓子
墓。”这段文字作为传闻可以，作为考证则很成问题。“有
人说是巴蔓子墓”，“有人”是谁？有权威性吗？

两千多年过去了，要指认巴蔓子墓在荆门山之阳的
确凿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年楚王曾经葬巴
蔓子头颅于此，大约是可信的。

巴蔓子身躯墓
至少有3种说法

相对而言，推测楚王葬巴蔓子头颅于何地要比较容
易一些，因为葬于荆门山之阳的说法具有唯一性，不存
在争议。但是要推测巴蔓子身躯的墓葬就难了，现在至
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是巴蔓子葬于家乡今重庆市忠县，成书于清道
光年间的《忠州志》称：“蔓子墓在治西北一里。”第二是
葬于当时的巴国国都，即今天的重庆市渝中区，据清代
《四川通志》载：“周将军巴蔓子墓，在重庆府巴县通远门
内。”第三是葬于湖北省利川市都亭山下，那里也有“巴
蔓子墓”，《明一统志》载：“蔓子自刎，以头授楚，巴国葬
其身于都亭山。”

巴蔓子只有一副身躯，只能葬在一个地方，这个地
方究竟在哪里呢？

根据古代的丧葬制度，死后都要归葬故乡，巴蔓子
是忠县人，而且就死在忠县，所以葬于忠县是有可能
的。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巴王葬其身亦以上卿
礼”，既然是巴王为他举行葬礼，那么葬于巴国国都（今
渝中区）也是很有可能的。相比之下，利川既不是巴蔓
子故乡，也不是巴国国都，似可以排除。虽然利川也曾
经是巴人重要的聚居之地，但那是早期巴廪君的时代，
而巴蔓子的时代是“周末巴国内乱”，离巴廪君的时代已
经很久远，其时巴人的中心已西迁至现在的重庆渝中
区，利川已不再具有重要地位。所以，巴蔓子身躯葬于
利川的可能性比较小。

巴蔓子身躯墓
确切地址难认定

巴蔓子身躯葬于忠县或重庆渝中区，虽有较大的可
能性，但也并不等于可以确指某墓为巴蔓子墓。具体讲，
忠县的巴蔓子墓和渝中区的巴蔓子墓都很难认定。

忠县巴蔓子墓已经完全不可确指，除了清道光年间

的《忠州志》称“蔓子墓在治西北一里”之外，没有另
外的任何文献和实物佐证。民国年间重修《忠县志》
时，《茔墓·周·护城将军巴蔓子墓》一条是这样说的：

“《四川通志》载：周将军巴蔓子墓，在重庆府巴县通远
门内。《巴县志》所载亦如之，且巴人呼之曰将军坟。是
则蔓子墓之在巴县，似确有可指考。《忠州志》又谓：蔓
子墓在治西北一里。岂有蔓子死于忠而葬于巴欤？抑
忠之所葬者为其衣冠欤？今墓址湮没，更无从确指。
姑志之以俟质疑。”由是观之，忠县巴蔓子墓的真实性
似可排除。

渝中区巴蔓子墓也颇可疑。现存可考的最早文
献是明代曹学佺所著《蜀中名胜记》：“郡学后莲花
坝有石麟石虎，相传为巴王冢。”这里最重要的是

“相传为巴王冢”六字。相传，即不可确认，巴王
冢，亦不可率意确认为巴蔓子墓。但是此地后
来慢慢被附会为将军坟，又从将军坟演变成了
巴蔓子墓。据资料，清雍正年间，郡守张光鏻
重新修立碑表，设专人守墓。清乾隆二年
（1737年），县民周尚义捐修，砌以石。清道
光十五年（1835年），知县杨霈捐俸银三百
两与中营游击马怀谟重修此墓，派人看
守，春秋致祭。现存巴蔓子墓重建于
1922年，墓碑为民国初荣县但懋辛先
生题，曰“东周巴将军蔓子之墓”。
2000年，巴蔓子墓被列为重庆市第一
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不难看出，重庆渝中区巴蔓子墓
至今仍然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
明其真实性。但由于已约定俗成，大
家姑妄听之。

所以，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大学教
授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中说忠县、利川、
重庆三地的巴蔓子墓“均属附会不可信”。这
话可能会使无数崇敬巴蔓子的人感到沮丧，
但是却无法回避，只有面对。
（作者系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原副会长）

金佛山龙岩城不败之谜
□刘先畅

古代巴国的大将军巴蔓子慷慨自刎后，头
颅被带到楚国，楚王感叹巴蔓子的忠勇，“以上
卿之礼葬其头。”他的身躯留在巴国，“巴王葬其
身亦以上卿礼。”这样一来，巴蔓子就有两处墓
葬，头颅在楚国，身躯在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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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蔓子将军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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