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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圣泉街道双龙社区境内
有一条街，当地人称“横街子”。顾名
思义，就是一条“横”着的街道。其

实，称之为“街”是夸张，再加上“道”是太夸
张。横街子长不过数十米，宽不过二三米。
不过，横街子虽小，却是圣泉的渊薮所在。

一
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时年35岁的诸葛亮启程

从荆州入川，协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有经天纬
地之才，动身之前，他已将巴蜀大地的山川、河流、物产、
气候、风俗、人情等了解清楚，每到一个地方，根据当地的
实际情况，派出精干的人员驻留下来，提前为后来“蜀国”
的建立筹备人、财、物。其中，就有乘泉。

乘泉是诸葛亮军帐下的一名术士，在军队里专门负
责各类军事设施的勘探与构建。一天晚上，诸葛亮在军
帐里对乘泉说：“巴蜀大地虽然物产丰富，但由于战乱频
繁，导致千里荒寂，人烟稀少，将来建国，如果没有充足的
人口，不仅难与魏、吴争雄，还有覆灭之患。”说到这儿，诸
葛亮在地图上指着一处呈“几”字形的江湾说：“我观此
地，最适宜生儿育女，等天下太平后，这个地方必定六畜
兴旺，人丁发达。”

乘泉何等聪明，不等诸葛亮说完，他已知自己的任
务。次日一早，他辞别诸葛亮，踏上了前往巴蜀的漫漫长
路。乘泉要去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江津。诸葛亮在1800
多年前手指的那湾江水，就是现在的几江。

经过长达数月的夜宿晓行，乘泉终于进入江津境内。
一天，他沿崎岖山路攀到一个山岗顶上，放眼一望，一条呈

“几”字形的大河之水出现在前方。乘泉的心潮立刻澎湃
起来，两汪泪水夺眶而出，激动地说：“军师啊，

我找到这个地方了！”

二
接下来，乘泉以几江

湾为核心，踏遍了周围的
每一座山头，涉过了周围
每一条溪流，最终，找到
一处最适合“开坛授艺”
的地方，居然就是他最先
站立的横街子。

很快，以几江湾为核心的方圆数十公里的老百姓，知
道横街子来了一个“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术士，他在横
街子搭了几间茅屋，免费教授童男童女们学文化，传授童
男童女们各类生活知识与生存技能，用现代语言来说，乘
泉实施的是“优育”计划，他深深地懂得“人才要从娃娃抓
起”的道理。

一转眼，数年过去，乘泉口传心授的第一
批学生也开始谈婚论嫁了。众所周知，旧
时男女结婚较早，很多人在20岁前，就
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母了。这些学
生，分散到几江湾周围，将学到的
知识与技能，传授给更多的童男
童女。

一天，一艘小木船停泊在几
江湾，一个兵士打扮的中年男人
在一个当地老农的带领下出现
在横街子。乘泉知道，诸葛亮在
召唤他了。乘泉还知道，尽管他
离开了，但他播下的“读书”种子
一定会枝繁叶茂。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果如乘泉所料，经过近百年的繁
衍生息，这儿形成了“穷不丢书，富不
丢猪”的风气。诸葛亮曾经预言过“最适
宜生儿育女”的几江湾畔，已有城邑出现，大街
小巷，人员川流不息。乘泉讲学的横街子脚下，六畜兴
旺，人丁发达，慢慢形成了一条小街。每逢赶场天，交易
市场上，鸡鹅鸭的声音还没落完，猪马牛羊的声音又唱和
起来。饭店里，前几个食客打着响嗝还没迈出店门，后一
拨食客又跨了进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当地人为了
纪念那个在他们心目中如同圣人般的乘泉，给这条街道
取名：圣泉街。

三
又过了500余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威

赫的大唐帝国一夜之间由强盛转为衰败，史称“晚唐”。
就在唐玄宗李隆基一路狼狈地逃往巴蜀时，远在河南

洛阳的伊水河畔，一个年轻僧人冒着绵绵阴雨来到龙门石
窟，他先是弯腰掬一捧清冽的伊河水洗洗脸，再遥望一番
雨雾中显出模糊山形的伊阙门，后久久凝视着卢舍那大佛
（龙门石窟中最大的石刻佛像，传说是根据武则天的容貌
画像雕刻而成）。良久，年轻僧人收回目光，背上行囊，打
开油布伞，毅然踏上通往巴山蜀水的石板路。不同的是，
晚唐皇帝李隆基躲进了有“锦官城”之称的成都，依旧享乐
着，依旧腐化着。而年轻僧人的脚步则在“锦官城”边稍微
驻一驻，赶在午时到来之前，化缘得来一碗米饭，继续朝着
他心中的目的地走去。年轻僧人要去的地方，就是今天的
江津区圣泉街道双龙社区横街子。

终于，年轻僧人进入江津境内，穿过圣泉街，站到横
街子上。放眼望去，时光虽然过去了500余年，
那几间茅屋已变为几户民居，坡坎下原本杂草
丛生的地方变成人声鼎沸的圣泉街。远处的几
江湾，灰色的船帆在码头前起起落落……眼前
的一切，与他年少时的“听闻”大不同。不过，风

貌可变，人事可换，新朝替代旧朝，然而，那一湾几江水仍
在，横街子周围的山形地势仍在。更让年轻僧人深感安
慰的是，脚下这块无名之地，现在有了一个神圣的名字：
圣泉。跟着，年轻僧人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很顺利地驻锡
（佛家用语，停留的意思）下来。

奇怪的是，与当地人的交往中，年轻僧人从不谈
起自己的身世，甚至连遁入空门之后的僧名

也不透露。时间一久，人们的好奇心也
日渐一日地寡淡了，称他“外来和尚”。

一段时间后，外来和尚踏遍了
圣泉周围的山山水水，待目标确
定之后，他径直找到当地一个
有影响的乡绅，谈了他的想
法。原来，在民俗中，风水有
轮换一说，如同屋瓦每60年
要续气、人事每十年有更新
一样。好风好水的美穴地，
200年后，外行人看山形观地
貌没变。可在术数家眼里，真
风真水早已偏离了航向。

乡绅一惊，急问：“怎么办？”
外来和尚遥指一处青石悠悠

的地方，说：“在那儿修一座寺庙，寺
侧开设书院，这样一来，僧人有‘驻锡’之

处，凡人有‘解忧’之所，儿童有‘读书’之家，
并且，那个地方紧邻江津到璧山、永川的官道，必要

时，也可为往来行人的休养提供方便。”
日子过得很快，几年过去了，在外来和尚的亲力亲为

之下，寺庙落成，只等着给寺庙取名、验收、开光后，这一
份大功德就算告成了。然而，一天清晨，外来和尚如同来
时一样，背上行囊，拿起油布伞，悄悄地离开了圣泉，留给
当地人一连串的不解之谜。最后，当地人给这座新落成
的寺庙取名：圣泉寺。

四
600多年后，一个后来载入“二十四史”的男婴于公元

1400年诞生在广义的圣泉，他叫江渊。少年时代的江渊，
曾与众多的圣泉子弟一起在圣泉寺旁侧的栖清书院求学。

公元1430年（明宣德五年），30岁的江渊考中进士，
开始宦海生涯。公元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爆发“土
木之变”，大明帝国危如累卵。就在朝中大臣众议南迁之
关键时刻，年近五旬的江渊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以文官
身份团结兵部尚书于谦，开始了壮怀激烈的“京师保卫
战”，数次击退、歼灭瓦剌军队，保住了京师，延续了国
祚。告老归乡后，江渊脱下功臣衣袍，取下功勋桂冠，以
一个普通学者的身份重返圣泉寺旁侧的栖清书院，给台
下众多的圣泉子弟讲学授艺。

又是60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圣泉街，法定的行政名
称是“重庆市江津区圣泉街道办事处”，下辖三河、陡石、双
龙、中渡等村居，辖区内有多所大、中、小学校。一河之隔
的几江湾，早已人口密布，由几江湾延伸出广义的江津大
地，户籍人口已达150余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合州，因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聚，山水相依而灵
动万千；合州，因南宋时有抗击元蒙36年的钓鱼城而闻名
天下。

今人沿江拾石阶登临钓鱼山，“钓鱼城”题刻跃然眼
前，题刻“笔锋俊逸酣沉，使转有致”，游人总会在此欣赏
合影，流连忘返。此题刻的作者为沈怀瑗，据《合川县志》
载：“沈怀瑗，字方泉，浙江山阴县人，以俊秀纳粟为监生，
加捐州吏目，乾隆四十二年，选授合州吏目。怀瑗性潇
洒，喜吟咏，喜与文学士周旋，所至留题，或乞为榜署，亦
欣然书予之，然不喜欢干预州署公事，亦不受人请托，州
人士及官吏皆敬重焉。”

据传，合州人汪某，其祖上曾在重庆府为官，家境殷
实，闲来颇好舞文弄墨，也痴迷于书画收藏，见有笔精墨
妙者，定设法获取。

一日，汪某偕友人登钓鱼山，见得“钓鱼城”题刻，笔
力遒劲，欣喜，仰慕有加。经打听，此题刻乃刚到任不久

的本州吏目沈怀瑗手笔。欲求沈之墨宝，汪某心急切。
可并不熟悉沈，如何求得？思来想去，汪某遂托在合州州
署为官的友人张某，许以五百文从沈怀瑗处求赐“安富尊
荣”题字。张某遵嘱，前往沈怀瑗处，道明来意。沈笑而
答之：“钓鱼山题刻乃勉强而题之，吾之书法不过随心所
欲之笔触，不足外扬也！更不足以重金所换。”张某听沈
之话语，实为婉拒，只得扫兴而复命。

汪某此计不成，再生一计，修书一封，借以邀沈怀瑗
至会江楼小酌，现场题写，岂不更妙？

沈怀瑗见得来信，已知深意，假以身体微恙，不便出
行为由，并立念一联：“明月清风舒朗抱，高山流水契莲
心”，托信使带回，再次婉拒之，不卑不亢。

自那以后，沈怀瑗婉拒请托之事，在州里不胫而走，
令时人传颂，并敬仰之。

翻阅《合川县志》，其中载有沈怀瑗的诗作两首。其
诗一为《步陈砚斋太守韵》：“岘首凭高处，双江合汇流。

孤城犹屹峙，战垒已全收。邈矣王张绩，雄哉琎璞谋。明
林土西崇令典，肸飧妥春秋。”此诗勾勒了钓鱼山的巍峨险峻，
也赞扬了钓鱼城保卫战的功绩。其诗二为《吊濮子墓》：

“佳城何郁郁，古墓自朝昏。麦饭春风路，啼鹃夜月魂。
尘埃孰挂剑，美奂兮朱门。零落荒丘里，残碑性字存。”此
诗蕴含着作者对濮子为保卫族人而敢于献身的景仰。有
道是“诗言志，歌咏言”，品味沈怀瑗的诗作，透出其作为
一个异乡人在合州为官，对合州人文的钦慕与推崇，其文
人风骨尽显。有此等胸襟与情怀，“州人士及官吏”岂有
不敬重焉？

（作者系合川区文联副主席、合川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合州吏目沈怀瑗两次婉拒请托
□兰梦宁

江津圣泉寺旁有个栖清书院
明代名臣江渊曾在这儿读书

□欢镜听

圣泉寺的巨石圣泉寺的巨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