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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在合川与潼南交界处的龙多山上，不仅有飞仙泉、飞仙
洞和飞仙石尚存，还有“张氏哺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龙
马滩”的神话在民间广为流传。

张氏哺儿

龙多山，自古名声在外，是巴蜀名山之一。
据《重庆市地名词典》显示，龙多山，以山势蜒逶迤如龙蟠曲得

名，最高点海拔624米。有飞仙泉、飞仙石，唐、宋摩崖造像及北宋
政和六年(1116年)记载王安石变法功绩的《知县程公政事记》碑等
名胜古迹。

在那传奇的飞仙石上，有石刻画图，绘一则趣闻：
明·曹学俭《蜀中广记》卷七三：广汉人(今四川广汉)冯盖罗，携

家人居合州龙多山。山有台，高十馀丈，俗名石囤。盖罗炼丹其
上，妇汲水于松下，得茯苓如婴儿状，蒸食之，举家十七人飞升，时
永嘉元年七月十五日也。

说的就是冯盖罗在龙多山上炼丹，他的儿媳张氏负责在松下
挑泉水。某天，张氏在洞旁汲水时，从泉水中突然冒出一个白白胖
胖的婴孩儿，向张氏讨求哺乳，饱食后悄然返入池中。时间一长，
张氏已把裸孩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哺育，而家人都不晓得这件事。

某日，有客人来访，冯盖罗让张氏取甘泉水泡茶待客，却迟迟
未回。小姑责备，张氏才告知实情。

冯盖罗听说后，让张氏哺小儿时，悄悄用红丝线缠在小儿的腰
上，好寻找他的踪迹。

张氏再取泉水时，就给小儿套了红丝线。冯盖罗即循红丝线，
寻至一株古松侧，见其原是一茯苓，其形状俨然周岁小儿，《合州
志》言：“头角崭然，肥白怜人，腰间线固宛然也。”

传说中，人吃了这样的茯苓会长生不老，得道成仙。
冯盖罗遂将茯苓掰回，蒸熟给全家人分享。惟有张氏一人，见

自己往常哺乳过的孩儿遭此烹食，心存痛楚，不忍心吃。
冯盖罗一家吃了茯苓后不久，龙多山上忽然霞光异彩，笙乐悠

扬，但见云空中羽葆仪卫列队，又见两只仙鹤，嘴衔玉书，翩然而
下，说是来接冯盖罗一众升仙入道。

冯盖罗顿时大悟，乃更衣冠，携其家人十七口及家中鸡犬牲畜
一齐升天而去。

惟有心怜茯苓，未食的张氏一人。
关于这段传说，前人留下了一些对联和诗句。兹录一联和诗

证之：
《龙多山石桅柱刻联》

明·欧阳调律（合州万历进士）
清墨淋漓，看万里霞蔚云蒸。削翠堆琼，山灵若解为图画。
仙胎结聚，任四时日吞月吐。飞虹绕电，野老争传哺乳儿。
下联第四分句，“野老争传哺乳儿”写的就是当地老人们争相

传说张氏哺乳茯苓娃的故事。
《五律.龙多山》

宋·何师亮
驾鹤今千载，栖禅定几年。
烟云流洞日，楼阁倚山巅。
松下婴儿长，岩前石乳圆。
相逢寻二老，明月弄寒泉。

此诗作者时任赤水县县令，龙多山在他的辖区。此诗提到“松
下婴儿”，也是证明有这个传说。

龙马滩的来历

再说留在龙多山上生活的张氏，因一家人都升天而去，只留她
一人。于是她只好帮人干活谋生，十分孤独。

她还时不时想起哺儿的情景，凄然泪下。有一天，张氏在龙多
山下的涪江河滩上正为往事哀念不已之际，忽见一匹龙马驭风天
降。张氏即跨上龙马，向蓝天白云中飞驰远去。

当地人传说，这是茯苓娃派龙马来接张氏去了。
据悉，那时的张氏年逾百岁，州志载其“犹健如三十四许人”，

因其心善寿长，百岁时还像三十四岁的人一样健康，还曾得到有司
衙门表旌（立牌坊或挂牌匾表彰）。

据说，龙马接走张氏的河滩，就叫“龙马滩”。在涪江水电站蓄
水淹没前，石马腾空留在滩上的马蹄迹印犹可见之。

龙马滩在何处呢？
据潼南方志载:“在三景寺左溪口，人因名曰龙马滩”。

重庆珍
档珊瑚坝与扶桑坝

2月19日，又是一个青草长白鹭飞的春天，市民或游客三三两两，不约而同来
到了渝中区与南岸区的长江沙洲——珊瑚坝上。

那，大家都知道珊瑚坝的地名起源吗？

清清《《渝城图渝城图》（》（一角一角））““江洲江洲””供图供图

珊瑚坝 “黄葛晚渡”的一部分

查询珊瑚坝的地名起源，《重庆市地名词典》上解释：
珊瑚坝为河漫滩，坝形略似椭圆，西面最低处海拔171米，
东面最高处海拔177.6米。坝长约1800米，宽约600米，
面积约58.9万平方米。沉积物最厚处约22米。形成至今
已五六千年。但坝名，来历无考……

翻阅古籍，一两百多年前的清代地图上，和清乾隆版
《巴县志》上，就有珊瑚坝的记录：黄葛晚渡,南纪门外。大
江对岸南城坪有黄葛古树,偃盖渡旁。江横大州,曰珊瑚
坝……

也就是说，清代就有珊瑚坝的记录，且为巴渝十二景
之一的“黄葛晚渡”的一部分。但谁取名珊瑚坝，未知。

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江洲”老师告诉重庆晚报记
者，重庆考古曾发布专著，推测清代的珊瑚坝就是宋明时
的扶桑坝，但也有学者认为，说的不是一个沙坝。所以可
以多参考古籍和古地图。暂可先以重庆考古专著为准，珊
瑚坝就是扶桑坝，看看坝上有没有特别之处？

扶桑坝 名将张珏留印处

“扶桑坝”，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在四川巴县东
（今重庆），宋建炎三年，元将不花等攻重庆，守将张珏（固
守重庆的知府、南宋末抗元名将）与战于此。

张珏在扶桑坝战败，退回重庆城中，粮食已尽。张珏
部将赵安劝降，张珏不同意。赵安等人夜里开门投降。张
珏率兵巷战，力量不支，回家想找鸩酒，喝了殉国。但左右
之人把鸩酒藏了起来。于是，张珏用小船载着妻子儿女向
东逃往涪州，但中途大为愤恨，用斧头砍船打算自沉，被船
夫阻止。张珏又想投水，又被家人挽留。第二天，万户铁
木儿追到涪州，把他捉住送往京师，途中张珏解下弓弦自
缢殉国（另说被害身亡）。文天祥得知后，作《悼制置使张
珏》诗赞他的气节：“气战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
灭，功业竟何如？”

“扶桑坝”这个地名，到了清代乾隆间，四川学政吴省
钦西出重庆时有《重过佛图关（浮屠关）》诗：重忆宋元攻守
苦，扶桑坝下日西晡。

扶桑坝 是个很好听的名字

扶桑，在中国历史悠久，本是一个很美好的词，比如，
太阳叫扶光（扶桑叶之光），风叫扶摇，秦始皇的儿子，叫扶
苏。比如扶柳县，得名于其境内的扶泽，古时泽中多柳树，
因此得名“扶柳”……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
黑齿北。”汉代东方朔解释为：“多生林木，叶如桑。又有
椹，树长者二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
倚，是以名为扶桑也。”说扶桑是一种两两相缠的神树，在
汤古之上。

重庆晚报记者杵着登山棍，上了这长江上的坝
子。上面很少的树，比如有刚露出嫩芽的枫杨，没有
桑。上面有很多草，比如白茅、芒、刺苋、狗牙根、火炭
母、千穗谷、芦苇等。

69岁的市民江先生告诉重庆晚报记者：“我就在珊瑚
坝旁出生，家就在这附近。以前珊瑚坝是不是叫扶桑坝，
得查古籍。但我听说珊瑚坝这里曾经有飞机场，抗战时期
很多名人政要，比如周总理等都在这里登过机，美国来支
援的战斗机也迫降过。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在坝旁游泳，
家长回来就看脚板细缝有没有白沙，有白沙就说明悄悄下
过江，要挨打。长大后，附近修了造纸厂，环境不好，很
臭。上世纪90年代，珊瑚坝上还有私人圈地跑马。如今时
代变了，环境越来越好了，附近修了珊瑚坝公园，我退休后
就经常到江边溜达。”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杨雪 图/文

龙多山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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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坝上游客叠的鹅卵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