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1414 2024年1月22日 星期一
主编 胡敏 责编 李德强 视觉 陆晓霞 但雯婷 校审 曹珂 王志洪

白驹过隙，斗转星移。
十年前的江津古镇行，回忆当年，依然亲切如昨。
2010年，重庆公布了两批28个市级历史文化古

镇。其中江津区拥有4个，且均为首批，是最多的区
县。这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对古镇的偏爱。

截至目前，全重庆市有28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江津区占5个，分别是中山、塘河、白沙、吴滩、石蟆——
此是全国区县中，国家级历史名镇最多的区县。

正因如此，江津区在2020年2月14日，成为重庆
首个市级历史文化名城。

也因如此，江津成为我古镇探秘的首选之地。
非洲有俚语说，“如果你想走得快，就一个人走；如

果你想走得远，那就一群人走。”我既想走得远，还想走
得热闹、开心，于是游说了一帮朋友一起去。

第1站 和谐石蟆

石蟆因古镇老街下场口旁原有一巨石耸立，形如蛤蟆，
人称蛤蟆石而得名。自元末建场，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位于渝、川、黔三省（市）接合部，有“石蟆金三角”之美誉。

石蟆最值得一看的是得圣旨而修建的“清源宫”。
这是巴渝乡间保存最完好的明清时代宗教寺院，因同院
设有道、佛、儒三教神像，参拜信徒各拜其神，各司其事，
多年和谐相处，故被人们誉为“巴渝和谐寺院”。清源宫
是政府批准的合法宗教场，每年都要举办庙会和民间文
艺演出，其川剧座唱、舞狮表演、爬杆表演、楹联撰写等
成为特色。央视《九州戏苑》专门至此摄制了两期节目，
在全国播放后引起强烈反响。清源宫旁有樟树12株，
最大一株高30米，胸径202米，五人才能合抱，是重庆
市范围内的香樟王。

第2站 宁静塘河

塘河古镇，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
距今240年。古街区占地42亩，现存明清以来不同时
代特征风格的古建筑15000多平方米。古镇街道依山
而建，从河畔码头起呈阶梯状蜿蜒上扬。约长600米的
主街连接着横街子、庙巷子两条小街，由三道寨门把持
着。拾级而上沿街建筑多以青石为基、砖木为墙、奇檐
斗拱、雕梁画栋、错落有致、美不胜收。作为重庆市重要
的影视基地，已拍了四十多部电影电视剧。

那返璞归真、宁静自然、从容淡定、亲切随和的塘
河，那三天三夜传统婚俗让我们充满好奇的塘河，让我
的朋友们不愿离开，一致要留下来，就在那住一晚。

甜美的梦被早起的鸟儿热情的歌唱惊醒，朋友们纷
纷走出房间，来到清澈的河边，伸臂提腿弯腰，扩胸伸颈
张口，美美地、深深地大口呼吸那清新、略有一些凛冽的
空气，心旷神怡，精神为之一振。

“水清鱼读月，山静鸟谈天”这副让我一读永记的对
联，品味了许久。宁静、安然的塘河给大家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有朋友后来专程再去。

第3站 文化白沙

白沙建于公元987年，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它凭
借水驿之利,日益发挥区域性的物资集散枢纽作用，成
为川黔滇驿道上发达繁荣的商业贸易集镇。

白沙镇以经济而昌荣，曾与江油中坝镇、渠县三汇
镇、金堂赵家渡镇并称为当年全川四大经济重镇。白沙
坝历史上与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北碚夏坝齐名，合
称为四川著名的文化四坝，也是中国抗战大后方四大文
化区之一。

悠久的历史铸就厚实的文化，古老的文化培育杰出
的人才。著名爱国诗人、重庆大学创始人之一吴芳吉、
地方史学家邓少琴、国画家张采芹、农学家程绍迥、气象
学家徐近之、细菌学家陈文贵、心脏病专家邓庆曾、经济

学家樊弘、教育家颜实甫、抗日爱国将领夏仲实军
长、书法家周浩然、油画家陈可之、作曲家王锡仁、
前国家女排主教练邓若曾、原国防科工委主任丁
衡高上将，以及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
士，土木工程学家吴惠弼，当代科技创
造发明家张朝吟等等，都曾在这片沃
土上生活、学习或工作过。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
秀、原国民政府军委副委员长冯玉
祥将军、梁漱溟、黄炎培、文幼章等
都曾在白沙留下了动人的故事和
大量文化财富。

位于白沙镇南郊约3公里处
的黑石山景区，为重庆市级风景名
胜区。黑石山早在半个世纪前就
已入选美国出版的《世界风景名
胜辞典》，堪称中国西部一绝。山
中有明、清两代的寺庙，有全重
庆市唯一尚存、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创办于1868年的清代
书院——聚奎书院，现百年老
校——聚奎中学，1992年被列
入全国名校。

第4站 爱情中山

钟情于中山因了一个故
事。

20世纪50年代，中山古镇
居民、20岁的刘国江爱上大他
10岁的寡妇徐朝清。为避世人
流言，他们携手私奔至深山老
林。为让徐朝清出行安全，刘国
江一辈子都忙着在悬崖峭壁上凿
石梯通向外界，如今已有6000多
级。半个世纪过去了，男人为了心
爱的女人在大山标记了爱的刻度，
成为一段佳话在大山中传开，轰动
一时。

山水兼具的地方本就格外让人
欣喜，何况还有值得观摩和思考的
爱情现场。

中山古镇俗称三合场，又名龙洞
场，地处江津南部山区，与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四面山一脉相连。

古镇历史悠久，是西南地区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好、最具民族特色的山地民
居古建筑群。有西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
明清商业老街，有聚集密度较高的山村古
庄园，有唐代宝刹双峰寺为代表的古寺庙
20余处。古镇人民的生产生活及习俗仍保留
着古朴之风。

古镇老街，宛如巴渝乡村民俗博物馆。
三合老街是中山古镇最具代表性的一条街，

沿笋溪河而建，全长1586米，青石铺街，街面3米左
右。穿斗式木结构，砖、木、竹为墙，奇檐斗拱，雕梁画
栋，错落有致。非常有特色的过街廊亭，以致这条街有
日不晒身、雨不湿鞋、冬暖夏凉的特点。整街共分八节：
即江家码头、观音阁、万寿宫、水巷子、一人巷、卷洞桥、
月亮坝、盐店头。

老街还保留了老茶馆、老酒馆、老药房、老槽房、剃
头铺、打铁铺、针绣坊等传统作坊。

街的下面就是笋溪河，水并不深，岸边是茂密的竹
林，风吹竹叶，发出沙沙的令人愉悦的声音。

走累了，可以找黄葛树下的茶馆随意坐下来，叫上
一碗白底蓝花的盖碗茶，或听川剧，或拉家常，甚或一个
人惬意发呆，想一想隐藏在心底的那一个人……

自江津游之后，朋友们常常让我设计新的自驾游方案。
虽然辛苦，我却乐此不疲。感谢江津之行，给了我信心。

江津，我还要来。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全国区县中，国家级历史名镇江津最多
江津古镇各有各的精彩

□胡雁冰

“状元树”传奇
□向伦友

重庆市万州区地宝土家族乡龙河村，有一棵
古老的红豆杉，人称“状元树”。远远望去，红豆杉

像一把大伞，笼罩着龙河村张家院子的后梁。树高
二三十丈，四季葱茏。古树保护牌显示，这是国家三

级保护树，树龄220年。
龙河村的这棵红豆杉屹立两百多年，传说层出不穷。

（一）
充满神奇力量的“状元树”

相传明末清初，四川人口急剧减少，又遇上虎患，民不聊
生，百里凋零，千里无人。在当时川东门户的屏障七曜山下，隐

藏在龙河村的张姓人家，有一个儿子叫张奇同，从小就爱舞棍弄
棒。父亲看他有出息，就请武术师傅在家教习武艺。

张奇同每天和师傅来到这棵红豆杉树下习武练拳，一晃18年
过去，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当地是川鄂盐大道的驿站，土匪出

没，自张奇同习武后，凡有土匪抢劫之事，他就侠义相助，保了一方平
安，人们称他为“张奇侠”。

随着年龄增长，他决定去外面闯闯。于是沿古盐大道到达云阳云
安，这儿是古盐生产基地。张奇同到达云安后，参加了夔州府的武术
科举乡试，他所向披靡，州府便推荐他去参加殿试，结果一举夺得武状
元。皇帝亲自授匾“张奇同武状元”，这块匾现在还在龙河村张家祠堂
里。

据说，皇帝授封牌匾时，这棵红豆杉结满了红彤彤的红豆，一串串
如珍珠玛瑙。树叶也碧绿如翡翠，显得光鲜喜庆。因张奇同曾在树下
习武，因此人们叫它“状元树”。

（二）
懂得感恩的“良心树”

当上武状元后，张奇同南征北战，功勋卓著，很快提升为将军。当
了将军的他高兴地回到家乡，感恩父母，感恩这棵红豆杉，并给父母修
建了张家牌楼，还给红豆杉披红挂彩。说也奇怪，自从披红挂彩之后，
红豆杉便长得特别茂盛，每次张将军回家，它都会挂满红彤彤的果实。

可好景不长，张将军32岁时为国捐躯，红豆杉那年则树叶焦黄，十
分憔悴。张将军下葬立碑那天，天空乌云四起，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红豆杉受雷电洗礼，树干中间被炸裂出一条缝隙。不到十天，树叶就
全部掉光。

当地百姓说，这是红豆杉对张将军的感恩，所以落叶归根，以示感
恩。因此也叫此树为“良心树”。

（三）
感知兴衰的“智慧树”

据龙河村老人讲，这棵树非常懂得国运兴衰，每逢国运辉煌
时，它就开花结果。1949年那年秋天，红豆杉挂满
了红红的果子，显得特别喜庆。改革开放后，
国家繁荣昌盛，红豆杉也长得更加枝繁叶茂，

原本树干中的那道裂口竟也完全愈合了。
这些现象，也许和当地的风速、湿度和

温度有关。而当地老百姓知道这棵树
的神奇，因此逢年过节都会给它

披红挂彩。
其实，树也是有灵

性的，它是大自然馈赠
的礼物，让这个世界

变得绿意盎然、生生
不息。

（作者系万
州何其芳研究
会副会长）

塘河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