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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底院子
三代谭氏族人，接力修建而成

河嘴乡地处由川入鄂石柱城北古道要冲，与湖北利
川市、长江水运码头重庆万州区毗邻，境内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湾底谭氏民居，与万州走马镇、湖北利川
建南镇接壤，一脚踏两省，鸡鸣闻三地。深山古刹银杏
堂，与梁平双桂堂齐名，是川东佛教祖庭，名震大西南的
明末高僧破山大师，曾流寓银杏堂，留下诗迹游踪和千
古佳话。

史料记载，明清时期，谭氏祖先随“湖广填川”大潮
来到这深山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清康熙年间开始修建
宅院，几代人扩建形成庞大的建筑群。

“湾底院子”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历前后
三代建成，元末明初谭氏由楚迁石柱，《谭氏族谱》载：

“在元末徐寿辉、陈友谅互争雄长，天下大乱，于洪武二
年二月初二日辰时，父兄子侄七人，从湖北麻城孝感珍
珠码头起身入川”“由楚入石后，落业在石柱司石渠里深
溪鲤鱼冲等地。”此院落由谭朝贤等三代人修建而成，晚
清至民国经多次修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分与当
地多户人家居住至今。

湾底院子现存风貌均为清代中期建筑。院落坐西
北向东南，坐落于三面环山、前临小溪的“凹”形缓坡
上。建筑整体平面呈矩形，面阔73米、进深36米，沿中
轴线对称布置，纵向两进四合院，横向三重院落，共有6
个天井，总占地面积2622.22平方米，建筑面积4824.91
平方米。房屋为砖木结构、穿斗式梁架、悬山式屋顶、一
楼一底。院落原有箭楼、石碉楼等附属建筑，现已不存。

院落正中大门门框及门楣，过厅石门及门楣，正厅明
间石质廊檐柱，正厅廊道，正厅梁柱，院落马头墙（封火
墙）等处均保留有清代石刻楹联、彩绘及各时期年画、画
报等。此外，院落中还保留有清代防洪石渠与饮水石槽，
保存状况较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与较高的文物价值。

民居设前后两道朝门，第一道朝门呈八字形，开一
道正门、两道耳门。朝门门框高26米，设11步台阶。朝
门石坊上刻有各种花草动物和人物故事，门框刻写对联

“敦化川流物华天宝日，松生岳降人杰地灵时”，门楣题
“耕读传家”。左右两侧耳门也题刻楹联，左门“睹云山
而苍翠载兴载夺宛若蓬莱佳境，盼庭柯以恰颜爱笑爱语
居□羲皇古风”，门楣题“出则悌”；右门联“两面云山拥
户，优焉游焉，时培心上地；满空星斗照楼台，悠也久也，
长养性中天”，门楣题“入则孝”。

二道朝门石门框题刻楹联一副：“承七龄家风永垂
燕翼，绍三槐卉泽丕振鸿基”，门楣刻八仙图，门上墙壁
有朱底墨书“山河聚秀”四字。从二道朝门进入中庭天
井，正厅明间檐柱上分别雕刻“创业维艰而小子顺泛艰
处着想，守成不易愿后人莫以易时为心”楹联，落款“卧
观山游泾刊于戊子书”。石柱之间的石栏板刻有山水人
物图。正厅梁柱有彩绘“龙凤朝阳”，神龛两边及上面均
有彩绘墙饰。正厅明间左侧排架木板上贴有“谭太老爷
壹等吏员一名……联科及第”字样的《京报》。

院落第二进右边天井正屋原有5层高箭楼，左侧跨
院外原有3层高石碉楼（箭楼、石碉楼已毁）。碉楼遗址
后仍存一条深2米、宽1.5米、长200米防洪石渠。院后
有从山泉处引水用的饮水石槽，院前左边有水塘。

湾底谭氏民居整体规模宏大，这在以散居形式为
主的川渝乡村民居中较为少见，在武陵山区更为罕

见。院落整体格局基本保存完整，保持
了院落原有风貌，对于研究渝东南

地区，甚至是川渝地区传统
民居建筑营造、布局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建筑布局巧妙，装饰精美。整个院落广泛采用
石、木、灰塑、彩画，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及浓厚的
文人气息，为渝东南地区所少有；选址考究。湾底谭氏民
居选址充分遵循川渝山地民居“前有照，后有靠，青龙白
虎层层绕，流水青溪来环抱，朝山案山生巧妙”的规矩，充
分反映了川渝传统山地民居院落选址的基本原则。

湾底谭氏民居现存大部分建筑均为清代中期原物，
而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湖北利川大水井李家
大院多数建筑为晚清民国时期重建。两者相比，谭氏民
居建筑年代更早、规模更大、整体格局保存更为完整，

清代《京报》
承载历史记忆，见证谭门荣耀

在湾底谭氏民居内发现的清代《京报》,显然更具文
物价值。

在正厅明间左侧排架木板上，贴有“谭太老爷壹等
吏员一名……联科及第”字样的《京报》,经复旦大学文
博专家修复考证，这是清代晚期的《京报》，鉴定为国家
一级文物，文物价值较高。

清代《京报》是指北京民间报房所发行的报纸，又称
“报房京报”和“黄皮京报”。它作为中国古代报纸的完
备形式，是一种与近代报刊最为接近的新闻传播载体，
内容局限于宫门抄、谕旨和奏章，但它由北京民营报房
定期印刷出版，公开销售于民间，一方面它继承明代邸
报的余绪，在官吏中发行，含有内参性质；一方面，它公
开在民间销售，具有大众传播工具的商品特征。

“京报”这一名称在明朝已经出现，但在明代实际上
是邸报的别称。至清朝初年，京报与邸报也是同一概
念。因为在明清时代，各省都派有专司文报的提塘长驻
京师，兵部则派出提塘分驻各省。驻京提塘称为“京
塘”，京塘抄发的邸报称为“京报”；驻省提塘称为“省
塘”，抄录的各省辕门钞称为“省报”。这种省报往往印
成单张随京报一同分发。所以“邸报”这一名称就逐渐
为含义更加明朗的“京报”所取代。

清代《京报》民间报房主要集中在北京，它们的鼎盛
时期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6朝。记载
和有原报可查的北京民间报房，不下10家：聚兴、聚升、
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天华、公兴、聚恒、洪兴、永兴、同
文、信义、连升等，其中以聚兴、公兴两家开业最早，都创
办于咸丰年间。两家报房中,又以聚兴报房的历史为最
长，从咸丰年间开张，直到民国十年(1921 年)还坚持营
业，持续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

湾底谭氏民居古朴典雅的建筑、精美的丰富石刻，
壁上故纸《京报》等文物古迹，这里的一石一木、一砖一
瓦，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它们
不仅仅是建筑的构件，更是见证昔日荣耀与辉煌的岁月
老人，见证着谭氏家族昔日的热闹与繁华，宝贵的文化
遗产，传承着悠久的农耕文明，为后人传递着土家族祖
先聪明的智慧和勤俭持家、勇敢剽悍的民族精神。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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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老院贴着的旧报纸
居然是国家一级文物

□黄玉才

重庆石柱河嘴乡富民村的清代湾底谭氏民居，俗称
“湾底院子”。该民居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保存完好，建
筑技艺高超，装饰艺术精美，2019年12月被列为第8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被列为“中国传统村
落”。民居正屋墙上保存至今的清光绪年间《京报》，经
复旦大学文博专家修复考证，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具
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文物价值，是研究清代巴蜀地区政
治、经济、文化、民俗等的实物史料。

深山林海珍藏的双“国宝”，诉说着300余年悠悠岁
月，传承悠久的历史文化，延续巴蜀文脉。湾底谭氏民居第一道朝门

（一）

踏上重岗复岭、溪流纵横的巫溪地面，一股淳厚古老、神
奇劲爽的土风扑面而来，怀着对“上古盐都”的向往，我和朋友
迫不及待地前往宁厂古镇。

沿着细长的公路由县城向北行进。一边是偏窄的公路，
一边是逶迤的河水。路近水旁，水伴路行，山高水长。我坐在
车里，竟有孙行者钻进牛魔王细细的肠道里的感觉，路的狭
窄，视线的狭窄，带来独特而有趣的感受。

由于对巫溪的地理状况不熟悉，我特意请同行的“巫溪
通”谭老师为我画了一张巫溪地理分布图。从这张简略的图
上可以看到，大宁河像一根飘带，穿城而过。

大宁河古名巫溪，又称盐溪、昌江。溪何以“巫”名？“山
者，水之源”，溪水源出巫山，因名巫溪。古代的巫山是指巫溪
沿岸诸山，并且最初是以发源巫溪盐泉的宝山为定名“巫山”
的本土。我沿着书上的文字继续追溯，“巫山者，巫咸以鸿术
为帝尧医师，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封于是山，因以为名。”巫溪
盐泉发源的宝山之地，就是上古时期巫咸受封并建立巫咸国
的地方。知道了这条迤逦数百里的河水的由来，更觉得历史
的绵长。

在探寻间，九公里的距离很快就到了尽头。闻名遐迩的
宁厂古镇已近在眼前。在巍峨雄峻的宝源山下，两边高岩耸

峙，一条清澈的双溪河像玉带飘逸，宁厂古镇择水而居，一溜
儿的褐色板壁木房绵延十二里。“白鹿盐泉”的传说为宁厂增
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起于唐尧封侯的巫咸国因“盐”的存在
而富庶百代，又因得天独厚的盐泉资源而成为兵战争夺之
地。“大宁厂，岩对岩，七里街房相对排。背依山，面临水，三面
板壁一面岩。街道窄，三人并行紧紧挨。河街宽，百米锁桥连
襟怀……”流传广泛的诗文为古镇风貌做了很好的描述。

但在我们眼前的古镇却是另一番景象。溪水哗哗响着，
唱着亘古不变的欢歌，灰白片石砌就的石坎有一种坚固的秩
序，倒垂的藤萝像吊脚楼飘着的长发。所住的人家已不多，跃
入眼际的一两朵鲜艳的月季更衬托出古镇的冷清与闲适。偶
见有人在路边站着整理渔网，或用小木桶吊着绳从河中取水，
表明他们生活中与水的亲近关系。

来到“白鹿盐泉”的发源地，惟见人去楼空，椽柱斑驳，粗

略展示着“万灶盐烟”的胜迹。盐泉自山间一石眼中喷涌而
出。盐泉哗哗流淌，我们争着走上前去，掬水入口——果然是
咸的。热气蒸腾的制盐劳作与商贩盐船往来穿梭的盛景不
再，喧嚣之声犹在耳，白花花的盐泉依然流淌着生命力。

大巫山的原始先民最早利用的盐泉有三处：巫溪县宁厂
镇宝源山盐泉、彭水县郁山镇伏牛山盐泉和湖北省长阳县西
的盐水。只有宁厂镇宝源山盐泉出自半山腰，最方便人类取
用，宝源山因而聚集了物华天宝的古老文明。一路上我们在
大宁河沿岸看见山体石壁上都有连续的石孔，有的还是双排
并列，与水平面平行。据说，这就是枧引盐泉的栈道，从巫溪
大宁厂到巫山龙门峡，长达300里。从秦代开始就在县里置盐
官。至今古镇上的“接官亭”还有残破的遗迹，那就是地方官
宦迎候长官的地点。

时代的潮起潮落，把小镇抛在身后。小镇基本保持了往昔
风貌，时间在这里凝固了，它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记录历史。人
类在自然中不断开拓与前进。眼前的种种颓衰与凋落的景象，与
在小镇上久久逡巡、停驻的如许多的脚步发出了某种呼应——伴
随“咔嚓、咔嚓”的拍摄微声，我仿佛听见了激动的心跳。

宁厂古镇遗世孤立。它是一个文化符号，与阳光风雨同在。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探访宁厂古镇
□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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