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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唯一以古代军事首长官名命名的乡镇——

丰都都督乡传奇
□冉启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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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的来历

历史上，都督有一块大田，田中
间的一座原生石堡酷似海螺，用嘴
一吹，发出清脆的“嘟嘟、嘟嘟”响
声，于是当地老百姓将此地取名为

“嘟嘟村”（都都村）。据《光绪版丰
都县志》载：“都都村属十甲，离城
240里，逢二、五、八赶集。”此外，都
督葫芦湾有一块巨石，上面长着一
根形似秤砣、秤钩齐全的石秤杆。
人们将“嘟嘟石”和“石秤”结合起来
称为“嘟嘟秤”，后为“都督村”，民国
时期设置“都督乡”。

“都都村”是如何演变成“都督”
的呢？

据《旧唐书——太宗诸子传》记
载，唐太宗嫡长子李承乾聪明乖巧，
深得唐太宗喜爱。唐太宗派大臣魏
征等人精心辅佐和教导他。然而，
成年后的李承乾喜好声色，特别宠
幸一个名为“称心”的宫中乐女。太
宗知道后大怒，杀了称心。李承乾
嫉妒魏王李泰，唐贞观十六年（642
年），他杀害李泰未遂，后联合汉王
李元昌、驸马都督杜荷等人图谋篡
权，事情败露，李承乾被贬为庶人，
流放黔州（今彭水郁山一带）。黔州
之地蛮荒，太宗于心不忍，派得力护
卫都督马炟以护送金钟为名，暗地
保护李承乾。马炟挑选了18名武艺
高强的将尉，全程护卫。李承乾一
行路过“嘟嘟”时，因天气炎热，在

“天仙坑”塘口处躲阴凉，塘口一股
冷气袭来，冻得人打冷战。塘田峡
谷无路，只好反复涉水。上有烈日

暴晒，下有河水刺骨，到
达流放地后，李承乾因

受路途颠簸，加上水
土不服，于贞观十
九年不治身亡，葬
于郁山。不过据
说，郁山李承乾墓
实际上是一个空
坟，只是个衣冠冢，
其尸骨早就挪回昭
陵下葬了。

李承乾殁后，都
督马炟自知难逃一
死，不敢回朝，率手
下18将士，携带金
钟从郁山经棣棠到

了丰都境内的都都村一带。当时，处
于丰彭盐马古道上的都都村，商贾云
集，贸易发达，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繁
华景象。谁料盗匪看中此地，肆无忌
惮抢劫商人，导致都都村逐渐衰落。
马炟到此后，打击匪帮，消灭匪患，帮
助百姓发展生产，将金钟赠予当地百
姓。都都村迅速恢复生机，焕发新的
风采。若干年后，为感恩马炟，老百姓
将都都村改称“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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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金钟

传说中的金钟在哪里？据传，
马炟到了当时的都都村后，将金钟
放至禹王宫内，方便百姓敲钟祈
福。当地百姓传说，禹王宫后面的
山是一条火龙，场镇容易被火烧。
一天，金钟飞至山垭口老虎头，镇住
火龙，使火龙无法动弹，保障了场镇
安全。

若干年后，都督遭遇大旱，两个
多月没有下雨。有人说金钟是神
钟，还埋在老虎头地下，只要把钟鼻
子挖出来，马上就会下大雨。于是，
有人用锄头、铁铲去挖，钟鼻子刚一
现身，顿时狂风大作，倾盆大雨从天
而降，雨一下就是一两个月，都督场
旱灾变涝灾。

金钟山下的观音洞约60平方
米，洞内塑有观音菩萨像，洞前建有

“禹王宫”。禹王宫规模宏大，殿宇
三进两廊相接，供奉着不少佛像，有
多名僧人守护。庙内建有戏楼，逢
农历六月办庙会，唱大戏三天，热闹
非凡。宫门上方有一块长4米的牌
匾，上刻“金雨上天”四个大字。为
纪念都督，后人将禹王宫改称“马炟
庙”。20世纪50年代，马炟庙成了
学校，后来被拆毁，庙址已荒芜。

金钟楼始建于清道光九年
（1829年），重建于2014年。系三层
楼阁，飞檐翘角，红柱灰瓦，黑匾金
字。“金钟楼”三字为曾任丰都知县
的杨元瑛所题。正面有两副楹联
——“古今传奇悲苦流放路，子孙佳
话降魔金钟楼”“经春秋更迭观风云
变幻，聚日月精华祐黎庶平安”，均
出自现代名家之手。一楼悬挂着重
铸于 2014 年的金钟一口，钟身有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字样及“滔天
巨浪卷蛟龙”图案。立于楼顶俯瞰，
小巧玲珑、云雾缭绕、五光十色的都
督场尽收眼底。

有关金钟的传说十分神秘，这些
“市井谈资”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3—
“古道”风韵

“仙人卧石”“犀牛踏蹄”“南山
遮荫”“石龙过江”，是都督盐马古道
的四大景观。

徐家柏树林旁的古道上，有好
似犀牛在坚硬的石板上踏出的四个
蹄印，从而印证了古道的繁华。斗

转星移，沧海桑田，古道已不复存
在，犀牛的蹄印自然也被埋没。

都督场口的水田中生长着一棵
千年古树，人称“青树子”（榕树），独
木成林，好像一把巨伞。树干直径
有2米多。枝丫粗壮旺盛，树冠遮天
盖日，一年四季绿叶成荫，从不凋
落，吸引了喜鹊、乌鸦、斑鸠、麻雀等
众多鸟儿筑巢安家。黄昏时刻，雀
鸟在榕树周围翩翩起舞、愉快欢叫，
它们时而飞到高空，时而俯身低旋，
时而你追我赶，时而并翅飞行。人
们把这棵树称为“吉祥树”，鸟儿被
称为“欢喜鸟”。

长庆子湾原生龙骨石石滩上，
有一条活灵活现的石龙，整条石龙
跨过了河沟。龙头昂首，气势磅礴；
龙身起伏，鳞甲峥嵘；龙尾摇摆，栩
栩如生。当地老百姓传说，石龙能
呼风唤雨，保佑庄稼五谷丰登。

从青龙山俯瞰都督，能看到“日有
千人捧手，夜有万盏明灯”的景象。夜
里，坝脚下家家户户灯光明亮，果然是

“夜有万盏明灯”。白天，干活的人手
握锄头挖地，一会弯腰，一会直立，就
像不断在给青龙磕头作揖，“日有千人
捧手”的形容倒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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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古宅

金 钟 山 下 有 座“ 杨 老 爷 宅
院”。宅院是一座三合院，正房 5
间，中堂3间高于两边正屋。正门
上方嵌有四四方方的“降山狮子”
浮雕。正屋 9 柱排列，进深近 10
米，中柱高8米。横屋各有3间，通
排走廊。窗花雕刻工艺复杂。正
门内侧横梁刻有“寿”字和祥云。
地坝修有道子（俗称“茶盆底”）。
牌坊位于左侧横屋外，据说是为了
降服旁边的那座高山。地坝前面
是一道高高的堡坎，房屋外围建有
片石围墙。此院如今保存较好，还
有村民居住。

开明富绅李永焕行善积德，乐
善好施，在都督场很有名望。李永
焕在都督场修有横穿街道的大院，
大院有三座院房、三个天井坝。街
道正中为两道牌楼，分别与院房相
连，自然形成天井。牌楼两侧各有
一座院子，中间为四方天井，天井和
牌楼之间有富丽堂皇的大门。现为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都督龙潭古寨由多座老房子组
成，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老院子”。
它修建于刘氏祖先“湖广填川”时
期，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房屋
为木质结构，一正两横三合院。院
内11级台阶进入正厅，十分气派。
正屋5间，横屋3间，横屋呈吊脚楼
状，颇具少数
民族风情。

（作者系
重庆市丰都县
作协会员）

万州的古井很多，有名的像凉水井、四
方井、桂花井、石佛井等，共有几百口。好
多已填了或枯了，不再使用。

位于李河镇平安村六组石马山的“双
龟井”，特别有名，而且至今还在使用，直接
饮用的人家有8户，在此淘米洗衣的不下
10户。

双龟井是一口用条石嵌成的长方形水
井，长2.5米、宽1.3米、深1.4米，有四步石
梯可下到底部，方便取水。石马山有个李
家祠堂，是第八代掌门人李地颐（号云亭）
于1912年在田坝新修的。他开办中药铺
（老的泥巴房仍在），就要到双龟井挑水
吃。李地颐生于1866年，据此推算这双龟
井至少已有139年历史。有人说，明代这儿
叫普安铺，是西大路的七铺之一，当时就有
了这口井。不过，这个传说无法考证。

井顶有两个乌龟头，是石匠用錾子在
整山石上凿出来的，活灵活现。老人们讲，
以前石马山的人家，如果生了男娃儿，周岁
时就要把他抱到这里来，让小男孩接触一
下，说这样长大后利于生育。农家之人，都
希望多子多福，开枝散叶，家族兴旺。这时
还要举行祭拜仪式，给石龟献上活鸡或活
鸭、活鹅、活鱼等。

井水甘冽，常温，不寒不热，一年四季
从不干涸，当地人十分崇拜。特别是喝生
水不拉肚子，很难得。

1940年万梁公路（万州至梁山）通车
前，双龟井外约10丈远，就是有名的石马山
街，本地人逢二五八赶场，连开县岳溪的
人、梁山挑桐油的人，都来交易农副土特
产。石马山有一条大街和一条背街，人山
人海，十分繁荣。如今大街仍在，但老房子
只能看到一间了。背街是当时的猪市、牛
市、羊市，已全部毁坏，变成了农田和住
房。双龟井不仅能满足赶场天人口的饮
用，还能满足牛马的饮用。当时经石马山
的川东大道（万州至成都），是古驿道，石板
路约有1米半宽，通牛车、马车和八抬大轿。

据传，一次有人带把二锤来砸双龟井
的两个乌龟头。那乌龟头的石头特别坚
硬，一砸就冒一个火星，震得他手发麻。他
砸了约一个半钟头，累得一头大汗，才把两
个乌龟头砸成碎片。正要离开的时候，突
然发现，井水全变红了，而且充满了腥味。
他腿一软，跪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从
此腿骨头软了，不管吃啥药，就是医不好，
成了残疾人。

听说有人砸神龟，人们都赶到这儿，跪
在双龟井沿磕头，请求神龟原谅。还请了
大悲寺的和尚来念经，整整三天，井水又恢
复了原样。

后来，总有人悄悄来祭拜。本地的三
大姓（李姓、文姓、黄姓）家的老人，也时不
时来双龟井边，祈长寿。说来也怪，双龟井
一带的长寿老人特别多，石马山老街上八
九十岁的老人，随处可见，上百岁的也有两
三位。这次给我带路讲解的李姓伯伯，89
岁了，腰不驼，头发半白，走路比我脚步还
快。现在他家天天仍喝双龟井的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双龟井
□马卫

重庆市丰都县都督乡，是全国唯一以古代军事首长官名命名的乡
镇，人文历史丰厚。唐代彭水郁山开始大量开采盐巴，盐商通过旱路，
由郁山出发，经花地头（彭水棣棠）、上龙状潭（丰都境内的寨门），从都
督翻越方斗山脉的大山梁子，至长江南岸的乌杨树进丰都城，形成了一
条完整的盐马古道。都督就是这条盐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