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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具有城市记忆的人文景象

寻城记
龙行龘龘，人行悠悠，随着龙年的脚步声近了，冬至前后，重庆晚报记者来到古朴宁

静的龙王村，为大家打探能沾“龙运”的好地方。
龙王村，遗世独立，藏在北碚区复兴镇龙王山下。听闻记者的来意，生于斯长于斯的

村民罗老师信心满满地说：“包在我身上，村里有关‘龙’的字刻和传说，我大都知道。”

龙王村寻龙王村寻龙龙

龙煤：作为华蓥山支脉的龙王洞山，百年前出产优质原煤。
因原煤出自龙王洞，人称“龙煤”。现在封矿。

龙王山水鱼：龙王村原产桃花鱼、鲮鱼和岩鲤等，现有大大
小小可以垂钓的池塘十几个，都是引用龙王洞溪沟的泉水，活水
养鱼。听溪民宿引进的淡水银鳕鱼最有特色。

土特产：当地有龙王村竹笋、土蜂蜜、箭杆白菜等。此外，竹
溪小院、供销文化创意基地等都提供有烧烤服务。

知 多 点

树藏“龙”
罗老师领着记者进入老龙王村的街道时，首先介绍了这个

标识物——一棵约有210年树龄的古黄葛树。
罗老师说，现在的龙王村是原来龙王村、龙泉村、大碑村合

并而来的。我们现在所走访的区域，属于原来的老龙王村区
域。几十年前，当地有人将刻有“龙王洞”三个字的小石碑藏匿
于树洞，随着黄葛树逐渐长大，将树洞慢慢遮住，在树下就只能
看到“龙王洞”三个字中的“王”字。

如今来村里旅游的游客，都视古黄葛树为路标，到了这里，
就开始进入真正的龙王村街道了。以前这里赶场，逢三六九，那
时人声鼎沸，非常热闹。

楼藏“龙”
罗老师带领记者沿街步行，一直走到跃进桥附近，又看到一

棵非常大的黄葛树。
罗老师说，这棵古树也应该有190年左右的树龄了。古树

在桥的一边，而桥的另一边是一间房子。别看这无人居住的房
子似乎很普通，但几十年以前，是村里的“百货公司”，里面就像
超市一样什么都卖，还弹棉花，可以买棉被，非常受欢迎。

过了桥，就有两条路可以打卡：一是直走，可以去看看有龙
纹的碉堡，一是从旁边小路上山打卡龙洞，龙王洞爬山需要半个
多小时。

记者选择了先直行。于是，我们先看到碉堡。罗老师说，这
是近百年的碉楼。大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地有个叫曹作
之的人，他有次差点被山匪绑架，一气之下就花重金请人在山腰
设计并修建了这座石碉楼。碉楼进可攻，有窗有瞭望洞有射击
孔等设计，可以抵御山匪；退可逃，内部修有地道，可以从暗道逃
到外面；碉楼里面都是木地板、木家具，通风良好，环保，且石房
子冬暖夏凉防火防湿，很舒适。

桥藏“龙”
继续往前走，路过一无名石桥。罗老师说，桥面看着平平无

奇，但桥下大有乾坤。随后带领记者下桥一探。
原来，这是一座古朴的榫卯结构石梁桥。桥面是一整块巨

石，长约5米，宽约1.15米，厚约0.65米。石梁桥的一端，可以看
出榫卯结构，还有放木柱的孔。另一端，则有修复痕迹，有破损
的陶片卡在承接桥面的石缝中。而石梁桥的另外一边，是一座
相对年轻的石拱桥，拱直径约3.7米。

可惜的是，隐藏在山水间低调上百年的古桥，竟然没有桥的
名字？罗老师说，确实不知道桥的名字。石拱桥应该是清代的，
而旁边的古桥应该更早，推测到明代，甚至宋代。

罗老师说，曾有专家来考古，村里还发现了东汉时的石刻，
也有明代的古寺普照寺，现已残破。

不过，我们在古桥附近的半块残碑上，似乎发现了当年为何
在梁桥附近修建拱桥的原因。因涨水冲垮梁桥，为了方便行人，
当年众筹了资金，“砌复于海龙山下”——推测是修复了一下古
桥，又砌了一座石拱桥加固加宽，造福乡里。在半块残碑上，还
刻有当年筹集资金者的姓名。

那这桥，会不会叫“海龙山梁桥”呢？罗老师说，不清楚。村
里口口相传，这座山叫海螺山，原来这山百年前叫海龙山。

小桥流水人家，在龙王村很常见，古桥亦然。罗老师又带领

记者前后看六七座古桥，都是石梁桥。梁桥是中国桥梁史上出
现最早的桥，有的是没桥墩的单跨桥梁，有的是有一个桥墩的双
跨桥梁。谁能想到，几百年或者上千年后，还有后人走过，受其
恩惠。

洞藏“龙”
最后，我们就去村里最出名的景点——龙王洞一探究竟吧！
从跃进桥附近的山间小道出发，罗老师健步如飞穿行在野

草藤蔓和翠竹之间
罗老师介绍：“这些都是普通的竹子。我们这里有原始森

林，部分未开放。百年前，山上还有老虎，如今没有了。但是几
十年前，有豹子下山伤人。目前山上有猴子、蛇和野猪，现在冬
天比较难见到。所以，出来旅游安全第一，真不能一个人上山。”

跋山涉水，七拐八绕，穿越乱石，记者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
龙王洞。只见“石激悬流雪满湾，游人留影不欲还。”

罗老师说，以前那龙王洞，现在还有两道石门和一米厚的石
墙等痕迹。其中一道石门上还有字——龙恩普照。大字的旁边
还有些小字，但看不太清楚了。

在山下看着洞不大，没有想到里面别有洞天。
罗老师说：“这洞当年据说能住上百人，还有养殖（猪）的地

方，村里人戏称水帘洞。现在看着瀑布水小，但夏季水大的时
候，可不是水帘洞吗？小的时候，家里早上煮一大锅稀饭，配点
凉面端上洞里面避暑，可以从早歇凉到天黑再下山，我们村里的
人都喜欢到洞里避暑。前后怕是有上百米，里面也深，可以同时
容纳很多人。我小时候也喜欢在瀑布下游泳泡澡，那时还有小
鱼小虾和小螃蟹。”

从洞中望出去，风景确实很美，你会体会到为什么太阳名扶
光，山称翠微，雨为灵泽，竹化葛陂龙。

龙王洞龙王洞

约有约有 210210 年年
树龄的古黄葛树龄的古黄葛
树树，，树洞里面藏树洞里面藏
有刻了有刻了““龙王龙王
洞洞””的石碑的石碑。。

近百年前的近百年前的
碉楼碉楼，，门口门口
刻有龙纹刻有龙纹。。

残碑上的文残碑上的文
字提到字提到““海海

龙山龙山””，，或许记或许记
载了这座古桥的载了这座古桥的
来历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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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龙王村山上探险最好组队，人多可以彼此照顾。
2.登山徒步最好穿一双合适的鞋。

温 馨 提 示

（刘园、韩旭、朱渝生、陈均等老师亦对本文有贡献。参考书
籍《中国建筑图解词典》《江北厅志》等）

龙王洞内一道龙王洞内一道
石门上还有四石门上还有四
个字个字———龙恩—龙恩
普照普照

交 通

国博线（思源站）——公交961（龙王街站）
自驾：导航龙王村
火车：C61（重庆西-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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