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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具有城市记忆的人文景象

寻城记

巴人圣地历史悠久

龟亭山，是座江心岛，又名龟亭（子/岛）、龟停子、车停
子、小南海……

1600多年前，东晋常璩在地方志《华阳国志》（约成书
于348年—354年）中就提到龟亭。“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
新市里是也”。也就是说，千年前，龟亭附近就有官方集
市，虽不知道是四天一次“赶场”还是十天一次“赶场”，但
肯定很热闹。

相传更早，龟亭子曾是巴人的圣地，为祭祀和誓师之
所。学者们讨论古语龟和妫（guī）同音，或者龟和车（象
棋中车的读音jū）同音，后有车停子一说，但暂无查看到相
关史料。

龟亭也作龟停，为何？南朝人李膺的《益州记》（约成
书于509年）有言：“此山自益州至此，是为龟停。”明万历
《重庆府志》也有提到龟停：“龟停乡有瓮坝、石洞、龟停三
里。”

龟亭又称小南海，据说大约是在宋代。宋《舆地纪胜》
卷175重庆府条说：“龟亭山，在江津县西一里岷江中，若龟
形，有古精舍。”什么是精舍呢？最早之前，是儒家讲学之
地，后道家传道之所，后佛家弘法之处。世事苍茫，先秦时
的龟亭不可考，但相传此地在唐、宋时就有观音庙，故名小
南海。民国《巴县志》也提到：“龟亭山……土人呼为小南
海。”

隔岸遥望风景迷人

“你站那么远怎么看得到好风景？”背着竹背篓的小南
海村村民彭大叔刚好路过，准备去江边菜地收菜去卖。

彭大叔一边大步下江边菜地，一边鼓励记者：“这小南
海荒了七八年了，如今没有船，不能登岛。再不去江边靠
近点欣赏，来一趟岂不可惜？好风景都在江边。”

记者鼓起勇气下到江边，果然风景秀美。
彭大叔地里种的大白菜、冬寒菜、花菜、儿菜长势喜

人，还有早春的油菜花，吸引了小蜜蜂来采蜜。江岸时不
时还冒出了“打伞”的野生菌类，而岸边沙滩上，藏有很多
彩色的鹅卵石，微雨润湿之后，特别夺目。

不远处的岸边，有小燕子时不时探头探脑，还有些不
知名的小鸟往来岛和岸边。

“春江水暖鸭先知”，记者还听到了鸭子的声音。彭大
叔说，那是野鸭的声音，岛上生活有不少野鸭。

同样来摘菜的小南海村村民赵大叔说，现在只看得到
普通的野鸭，几十年前各种珍稀鸟类都有，比如白鹭都能
看到。

赵大叔回忆，“三月三，朝南海”，小时候的小南海非常
热闹，他曾跟着长辈们去吃过斋饭。岛周边还有吊脚楼，
很好看。

很多名人到此打卡

虽不能体验“当岛主一天”，但记者查资料发现，不少
名人到此打过卡。

与袁枚、赵翼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的张问陶
（1764年—1814年），他回忆中的龟亭山，是这样的：龟亭
山不是传奇的山峰，但风景也优美独特。

《龟亭子》
不作奇峰也自殊，四围风浪影模糊。
依稀十载曾游处，水满浔阳看小姑。

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1634—1711年），大概在39岁
时曾游览过龟亭山。他眼中的龟亭山，在江中如浮玉之
云。

《蜀道驿程记》
过龟亭子，
小山卷石，
孤立江中，
沧波四匝，

亦浮玉之云。

一枝独秀龟亭山龟亭山

这个春天，你总要去趟位于大渡

口区跳磴镇的龟亭山吧，无边飞雨轻

似梦，且停且看且随风，当你瞧见一

只绿色巨龟飒飒在长江碧滔中浮沉，

真不知用什么语言去赞美它的美。

自驾导航大渡口区小南海站，到达小南海火车
站（现暂无客运火车，有货运火车通行）后，顺
着铁路步行约20 分钟，便可在江边看见江中
心的龟亭山。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杨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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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

春江水澄碧春江水澄碧，，龟亭山静美龟亭山静美。。

龟亭山里都有啥？

据大渡口区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在1988年第

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期，龟亭山遗址被发现。现存

宋代以来的山门以及寺庙建筑基址，以及佛像和摩

崖题刻等遗迹。

据考证，宋明以来，因岛上建寺庙精舍，供奉南

海观音菩萨，龟亭又被称为“小南海”。小南海岛面

积不足1万平方米，现岛上无人居住，存有观音寺遗

址，即《巴县志》中的“龟亭寺”。

观音寺上世纪 60 年代初还存在，后被彻底毁

坏。遗址分布面积1500平方米，现存石拱门1座和

观音殿、主殿、厢房等建筑基址，基址内有各式石柱

础10余个、石狮1对。当地信众后来在原建筑基础

上重建了观音殿、主殿和左右厢房，现已废弃。

通过对该遗存的调查，在距地表约0.4-0.8米的

文化层中发现一些明、清陶片，在靠近江岸的台地，

被江水冲刷之后，可见早期古人用过的砖瓦残片及

各种陶器残片。 据大渡口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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