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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佛山下也有一个
桃花源

□余道勇

（一）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到底在哪儿，许多地方说法不
一。有的说在湖南桃源县，有的说在重庆酉阳县。但
是，有美景有桃花不一定就是桃花源，我们应该回归到
陶渊明所记述的场景中去寻找它。翻阅南川旧县志，竟
然发现，金佛山下也有一个桃花源。

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描写了这么一个场景：武陵
渔夫沿着小溪而行，两岸桃花缤纷，溪流源头是一山壁，
山壁上有洞口，往洞口里望，仿佛有光亮。渔夫舍船进
入狭窄的洞中，往里面走数十步后，豁然开朗，洞的另一
侧，房舍、田土、男女耕作、阡陌交通一应俱有，鸡犬之声
相闻。生活在里面的人说，他们是为了躲避秦代乱世而
迁居到此的，他们生活怡然自乐，却不知道当时秦朝已
灭亡，历史已从汉朝到了晋代。

湖南常德的桃源建县于北宋初年，“因其境内有桃
花源而得名桃源县”。重庆酉阳县也有桃花源景区，“世
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你心中，一个在酉阳”。

就《桃花源记》所描述之场景来看，此两处未必就是
陶渊明所述之桃花源。为什么呢？且不论桃花源是不
是虚构，陶公所记是不是寓言或小说，只看其所述之场
景“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
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便可知一二。桃
源县之桃花源，有五柳湖、桃花山、渊明祠、秦溪谷等，景
色虽然很美，但后世之人工痕迹明显。秦溪谷被认为是
当年武陵捕鱼人进入桃花源之溪谷，但并无“林尽水源，
便得一山，山有小口”的境况。酉阳的桃花源，虽有溪有
洞，洞的另一端别有一番天地，较为符合《桃花源记》所

述之情形，但其洞高广不知几许，显然不符合记中所述
“初极狭，才通人”的情境。

南川金佛山下也有一个桃花源，不是空穴来风和想
当然，而是南川旧志书里确有记载。虽然此地没有打造
桃花源景区，并且也早就被人遗忘掉了，以至于现在找
不到一点儿踪迹。但是，这里与《桃花源记》中描写的场
景却是曾经十分的相似。

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它就在金佛山西坡之三汇场
到天星小镇之间，石钟溪天生桥处，而所谓世外桃源，则
是过了天生桥之后的天星小镇到西坡景区一带。但是，
由于景区及公路建设，人们全然不知其常出入的金佛山
西坡天星小镇一带，就是南川“小桃源”。

从南川城出发，过万南高速至文凤下道，进入金佛
山景城大道。沿石钟溪上行十余里，到三汇场。三汇场
是南川古场之一，因石钟溪在这里与另两条溪流汇合而
得名三汇。石钟溪是凤嘴江的支流，其“石钟”名称由
来，亦与南川的桃花源相关。

《南川县志·名胜》“小桃源”项记载：“石钟溪正源出
金佛山老梯子下，行二十余里至三汇场后，左右两山骤
合为一，名天生桥，隆起阻之……洞顶一悬石，上弇下侈
中空，形圆如钟……钟内发声，虺虺如雷。人莫测其故，
名其溪曰石钟水。”这是石钟溪名称之由来。

不禁想到苏东坡的《石钟山记》来：“彭蠡之口有石
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
洪钟……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
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
焉。”记录的也是一巨石发声，故名石钟山。不同的是，
苏东坡所记石钟是在湖上，而南川石钟溪上巨石是在溪
流之上。

这块巨石实际就是一个石壁，石壁很高，人们难以
逾越。“昔日游者至此辄返，以为行到水穷处，疑即石钟
溪之源，而不知此如黄河之星宿海。”古时人们把这里当
作石钟溪之源头，就像有人把星宿海当作黄河的源头一
样。由于极少有人穿过石洞去探寻新的路径，于是南川
的桃花源便隐秘在山间，数百年不被人们所知。

这道石壁拦住人们的去路，其上则形成一道天然的
石桥，名为“天生桥”。现在，通往天星小镇和金佛山西
坡景区的公路正是从天生桥上过去，人们不再记得其下

是南川的“小桃源”洞口。现在的旅游公路从天生桥上
通过以后，在天星小镇那一头，石钟溪仍然继续向上延
伸，直达金佛山腹地。

据《南川县志·名胜》“小桃源”项记载：“三汇场后数
里，自石钟溪天生桥入，山尽水穷，更得村落僻静，不闻
外事，与陶记中甚似。陈氏世代居之，读书安贫，有隐士
风。”说明，从天生桥处进入天星谷里，有陈氏一家在此
隐居，读书安贫，以农为生。

陈氏为何人，已无可考。县人中有喜欢探奇者，乘
小船沿石钟溪而上，两岸景色如梦如幻，如入异境，桃花
夹岸。到了天生桥处，“山水皆截然而止”。这就是《桃
花源记》所谓“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于是从
洞口进入洞中，“复前行数十步，仿佛若有光，则已至上
洞口矣。”此地人迹罕至，出上洞口后，“豁然开朗，别有
天地矣……前行里许，则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诚如渊明
所记者也。此中人多以种竹为业，不知人间有富贵争斗
事。”“自民国以来，盗贼满天下。而此中未见一兵，未见
一匪。”好一个真实的世外桃源！此即为南川金佛山之
桃花源。

而且，村中人有自号“桃源主人”的，说明村人读书
风气盛行，能够取得这么一个有文化的名号。村人在其
中怡然自乐，种田种竹为生，安贫而好读书，此社会景象
十分符合陶渊明所追求的田园生活理想。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桃花源，随着社会经
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我们的天空更蓝、生态更美了，美
景更多了，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我们身边到处都是桃花
源，陶公所描写的田园风光和社会理想，是一种艺术的
真实。我们已没有必要去考证陶公是否到过桃源、酉阳
或是金佛山，他所描述的世外桃源，不正在我们的生活
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吗？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彩灯，又名花灯，是我国民间普遍流行的传统工艺
品。《周礼·司恒氏》载：“凡邦之大事，供烛庭燎、烛麻烛
也。”可见，周朝就有了烛灯。到了战国，灯的制造工艺
蓬勃发展，屈原《楚辞》中就有“兰膏明烛华铜错”的描
述。汉代是铜灯制作的鼎盛时期。据史籍记载，自贡灯
会起源于唐宋时期，逐步形成新年燃灯、元宵节前后张
灯结彩的习俗。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爱国诗人
陆游在自贡写下《沁园春》一词：“一别秦楼，转眼新春，
又近放灯”。到了明清时期，新年张灯、放灯已是自贡约
定俗成的民俗活动。伴随着新年放灯、燃灯活动的还有
民间杂技、杂耍、舞龙灯、戏狮灯、闹花灯等表演，满城张
灯结彩，满城火树银花，自贡灯会声名鹊起，深得民众喜
爱，赢得了“天下第一灯”的美称。

小时候，我最盼望的是过年跟着父亲去自贡看
灯会。

每年春节前父亲都要带上我去自贡给奶奶送年
货，在奶奶家要耍两三天，父亲还会带我去自贡市人
民公园看灯会。

奶奶家住自贡大山铺，从奶奶家到人民公园步行要
1个多小时。下午5点多钟，父亲就带着我快步往公园
赶，到了公园附近父亲会找一家餐馆坐下来，点一碗凉

粉、一碗盐帮面让我好好享受。天色暗下来时，我们来
到了公园门口。看到公园里耀眼的彩灯，我就急着往公
园里挤，父亲拉着我说：“别急，天越黑彩灯越漂亮。”

在我的记忆中，公园里到处都是彩灯，空中悬挂的
除了灯笼还有飞禽，道两旁有千姿百态的花卉和栩栩如
生的走兽，树上枝头挂着金光闪闪的五角星，就像满天
繁星一样，池塘里长满娇艳的荷花，花间还有才子佳人
坐龙船赏花吟诗。

有一年，灯会有一个“航空科技”展区，彩灯模拟航
空飞船和浩渺的宇宙世界，我看得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当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了要当一名宇航员。

自贡被称为“恐龙的故乡”，每一年的灯会都离不开

恐龙这个主题。儿时我认识并了解恐龙，就是从灯会开
始的。那时候的声光技术远不如现在先进，但恐龙彩灯
活灵活现，再现了亿万年前的侏罗纪情景。在灯光的塑
造中，航空科技与恐龙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穿越时空隧
道，用立体光影讲述地球的前世今生和辉煌未来。

每一年灯会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每一次观灯会，
我都激动万分，儿时的梦想也因为这些精美的彩灯而瑰
丽多彩。

从1964年举办“首届自贡迎春灯会”开始，自贡灯会
便成了一个响亮的文化品牌。

今年灯会的主题是“灯汇天下·龙舞盐都”。今年开
展的第一天，我就带着父亲去了人民公园。今年的规模
更加宏大，灯会以时间线路为经，以人民群众耳熟能详
的中国故事为纬，在三公里的游园主线里，用上千个灯
组，打造出“华夏乐章、盛世欢歌、年味中国、浪漫中国”
四大版块。既有自贡彩灯与敦煌壁画的唯美碰撞，又有
无丝工艺与传统丝架造型的“盛世飞天”，更有高10米、
由超10万件各式瓷器捆扎而成的“瓷器鼎”等景观，充分
展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彩灯文化的艺术语
言。已是八十高龄的父亲，观灯时无限感慨：“今年的彩
灯是最漂亮的。”

小时候，父亲带我看灯会，今天我带父亲逛灯会，父
亲老了，我长大了，自贡灯会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作者单位：重庆市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唐宋的灯
照亮千年后的路

□张学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