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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沱回溯
庞国翔（重庆江津）

长江的“川江”上，有上中下三个白沙镇。
重庆市江津区的白沙镇在中间，所以叫中白沙，
又称白沙坝。因工作上的原因，我对这里很熟
悉。在2017年我为编纂这个镇的文史丛书《沙
城纪事》，走完此镇的村落和大街小巷。

讲讲我与下白沙即白沙沱的故事。1992年
前，从我工作的地方綦江河畔的广兴乡到江津县城
是要乘火车的。火车到小南海火车站后还要转
车。就是到车站下边的渡口，乘机动渡船到对岸的
白沙沱镇上，等待乘中午或下午由此开往江津城下
游化肥厂的客轮。这种客轮，我们俗称“揽载”。

那些年我共有三次到下白沙即白沙沱。第
一次大概是1983年，当时我在一所乡小工作。
暑期去县里开会，在小南海火车站下车后就没
有赶上去江津的火车。有人告诉我只有过江到
白沙沱码头去乘下午的揽载到江津。于是，我
过了江，到了白沙沱街，镇上人多很热闹。我吃
了一碗酸辣小面后，就下到码头赶上了去江津
的揽载。第一次到白沙沱，感觉镇虽小，但人来
人往很热闹。第二次是我与当时镇上的广播员
老张一起到县城开会。到了小南海也没有转上
车。于是，我俩就到了白沙沱镇上。镇上的两
三家小馆子非常热闹，想必都是来此乘船的
人。我们吃了豆花饭，就沿着江边往上游方向
走，直走到江边的一个水泥厂。我们竟然忘记
了时间，回到白沙沱码头时，被告知今天的揽载
减少了班次。害得我俩只好在白沙沱街上的一
家小旅馆住了一晚。当晚在旅馆里，整夜都能
听到火车鸣笛、长江上的轮船鸣笛和水泥厂生
产车间发出的喧闹声。次日一早我俩赶早班客
轮到了江津。第三次是我与女朋友去江津，在
小南海火车站没接上车。于是我俩来到白沙
沱，我俩沿着江边往下游方向走两里路才回，最
后是乘了下午最后一班揽载到了江津。我当时
还想：要是今天赶不上揽载才好，可在白沙沱住
一晚。原来，白沙沱也是很浪漫的。

我与上白沙即白沙滩的故事就没有这么复杂
了。早年为给中白沙镇即白沙坝编纂《沙城纪事》
丛书，我就计划到上游的四川省合江县的上白沙即
白沙滩看看。我曾与几个文友开车从江津出发，沿
长江而行，开了两个多小时都还没有到上白沙即白
沙滩。大家都不熟这地方，也不知道这地方好不好
玩。正在犹豫之时，一位同行说：刚才在车内一闪
而过，看到一个地名标志牌，上面写的地名就是

“白”什么的，想必就是上白沙了。于是我们又立即
开车随路牌而去，到了镇上才知，这不是上白沙即
白沙滩，而是另外一个镇叫白鹿镇。

终于，这次重庆江津和大渡口区作家协会与
四川省合江县作家协会联合组织了“寻访长江川
江上三个白沙镇”的采风活动，实现了我多年来
想到上白沙看看的夙愿。这不仅是一个有趣的
采风活动，而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川江上三个
白沙镇的文学界，终于开始“走亲戚”了……

原生态的白沙滩
胡正银（四川合江）

到达上白沙渡口是上午九点，太阳高挂，空
气里流动着热。合江、江津、大渡口三地作家联
袂采风，寻访川江“上中下三个白沙”古镇活动
正式开始。三十多位作家在上白沙老渡口汇
聚，当地画家龚行拿着喇叭解说。

青色的一溜石滩沿江边横亘向上延伸到百
丈外的道化岩，向下直达江心。石滩布满褶皱，
跌宕逶迤，深沟与像脊背的凸起高差有的达半
米。龚行站到凸起的石背上，指向江心的石滩
说：“这滩叫蝦蟆滩，江中两坨石头大的叫大蝦
蟆，小的叫小蝦蟆。”蝦蟆滩是长江上游名滩。两
坨石头横踞江中，夏天洪水上来，淹没大蝦蟆，形

成滔天巨浪，直奔小蝦蟆。小
蝦蟆头露出水面，像张开巨口
的怪兽，吞噬上游送来的一

切。清乾隆合江县令李显祖写过《祭白沙蝦蟆石
滩文》：“蝦蟆石滩，滩流似箭，涛声如雷，舟子心
惊，柁工骇目，令人股栗而生寒，时有舟船翻覆。”
道出这滩的凶险。

太阳升高，天气热起来，冰凉的石头有了温
度。大渡口作协主席何鸿撑开太阳伞，凑上前
问：“这里看到的都是石头，怎没有渡口的痕迹
呢？”龚行说莫慌，马上带你去看三十八梯，招呼
众人往回走。几步之后，从一条与河水平行的
小路过去，行三十来米便到一排石梯前，约六十
度的陡坡上，宽宽地砌着几十阶石梯。不用问，
石梯表面的凹痕已经说明存在久远。龚行说石
梯是当年上下码头的唯一通道，从留在石梯上
的脚痕可以看出曾经的繁华。

从侧边的巷道往上，进入上白沙老街。正
对三十八步石梯，是一座王爷庙，顶已被时日摧
毁，房梁也不知所终，只剩几根巨大的石柱，诉
说曾经有过的辉煌。老街木柱夹壁青瓦，石板
凹痕里生出苔衣，房门都关闭着，整条街空空
的，十分清冷。龚行说：“人都去新街，老街没有
人居住了，但不妨碍显示老街明清古建筑的原
生态和真实性。穿行其中，可以获取到具有丰
富地域特色的人文社会历史信息。”

没有看见沙，白沙这名怎么来的呢？有人
问。合江作家梁明春接过话去说，河边石滩往
左，早先就是很大一片沙滩，太阳出来，晒干的
沙一片银白，白沙场白沙镇的名都由此而来。

白沙史韵
陈其玉（四川合江）

白沙古镇史韵悠，三镇采风探古今。
荔城上沙蛤声鸣，石阶古庙戏台音。
诗城中沙文脉承，东华朝天颂曾经。
义渡下沙禅意深，老街影像忆往昔。

浣溪沙·合江白沙滩古渡
刘光敏（重庆江津）

似箭奔流碎玉飞。涛声拍岸震如雷。险滩
怪石白沙奇。

大小蝦蟆江且抱，苍茫岁月渡更移。铅华
不染自清姿。

题金鳌寺状元井
刁平（重庆江津）

金鳌古寺韵悠长，曾记寒窗十载郎。
青史留名科举事，井泉遗迹状元庠。
春苔斑驳时光印，碧水轻沾翰墨香。
往昔峥嵘虽已逝，传奇佳话永流芳。

走进白沙老街
王文胜（重庆大渡口）

长江流经江津时，回水湾边上有个古镇——
白沙。古镇东边有条老街，叫东华街。老街的特
点是“幽”，这被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进了诗里：“朱
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
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诗意境幽深、幽远，字面
上不一定明说，要靠你来悟，悟透了便回味无穷。

吃过晚饭独自沿着江边行走，再爬上几十级
台阶，老街就出现了。我的眼睛蓦然一亮，感觉它
好像扭着身子微微地动了几下。一阵江风吹过，片
片树叶都指向了远方：唐宋。心里忽然明白：有些
东西是不会消失的，也不会随着岁月的延伸而左右
摇摆，它一旦流传便永远流传。

弯弯曲曲的巷道像一根瓜藤，把两旁的房
子串了起来。老屋比比皆是，房门大多紧闭，背
后似乎都站着一个故事。柱子和门窗都是暗红
色的，墙面是白色的，也有青灰色的。屋顶的瓦
片是黑色的，年头久了，生出很多青苔，倒是与
江水的颜色相近，仿佛一汪汪江水被引到了天
上。石板路上干干净净，很少有行人，靠江一侧
是一排吊脚楼，长长的竹竿撑起了一栋栋木屋，
也撑起了一段段往昔的记忆。

路过一个古色古香的院子，进来坐下。主
人端来一杯茶，她说茶是从骆崃山上采摘下来
的明前茶，专门定制的，泡茶的水也是骆崃山上
的山泉水。茶杯是深褐色的柴烧杯，粗犷中透
着沧桑，不知沏了多少杯茶了，也不知有多少人
喝了这里的茶了，我成了其中的一个。我睡眠不
太好，一般下午和晚上不怎么喝茶，出门见人也
只是喝菊花茶，可今晚我破例了，一杯又一杯。
有袅袅檀香的烘托，有庄重礼仪的引导，这茶更
是显得香醇和悠长。能够享受一次这种香醇和
悠长，仅仅一晚上睡不睡得着又有什么关系。

过了一会儿，一位古琴师开始弹奏《广陵
散》。琴声时如高山流水，时如指叩窗棂，时如
金戈铁戟、万马奔腾。时光也迅速向前移动，我来
到了魏晋。琴声以一种无法言传的魔力把我带入
遥不可及的历史长河中。琴师黑锦加身，上面绣着
两条金色的巨龙。他双目微合，腰身挺直，神情庄
重而肃穆。烛光将他面部染成了金黄色，和巨龙连
在了一起，仿佛要将他燃烧。弹到高潮时，他的嘴
唇轻轻地蠕动，仿佛在咀嚼着什么。他在咀嚼嵇康
的乐曲还是在咀嚼嵇康的骨气？

此时时刻，我仿佛拥有了霓裳羽衣，被千年
以前的琴圣之魂引入九霄轻歌曼舞。我感觉自
己是幸福的。

曲散人终，我继续在老街走着。看枯叶拂
过流水寺小瀑布，看猫犬在摩崖石刻旁追逐嬉
戏。看光阴不声不响顺着屋檐滑落，看斑驳的
石墙呼出沉重的叹息。

院子里的其他听众以及我自己，不管过去
如何，曾经怎样，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都变得简单
和透明。我们互相望着，眼睛里有星光闪烁，这
星光虽然微弱，但注定会照亮我们今后的道路，
即便会多么的漫长多么的无助。这就是白沙古
镇的星光，也是我们的星光。

我站在朝天嘴码头向着江对岸望去，我想
肯定也有目光，隔着岁月，在遥望着我。

烟雨白沙沱
黄永红（重庆大渡口）

大雨磅礴了一夜
清晨亦不肯放过
搅乱一波初夏江水
分不清黄昏还是黎明

退役的白沙沱大桥
横亘于江面，稳重依旧
即使烟雨朦胧遮住远眺的视线
即使桥已经无法触摸对岸
即使拆迁的龙门架就在身旁

石榴花花开欲燃
铁锹重重地拍向新土
一滴雨水落入
希望，又来了

题白沙朝天嘴码头
刘辉（重庆江津）

张开一张古朴的大嘴
你在高呼什么呢？
喊“楼上请”
还是“圣旨到”！

历经沧桑
沐浴过风雨雷电
也见证了商贾云集
看那直上云霄的石阶
磨出一串串脚印如心形
千百年以后，还听到
你的心跳

你不能不合时宜
也该学几句洋文
招呼那些
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

文学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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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长江上游有三个古镇同名

白沙，分别是四川合江县的白沙
镇，世称上白沙，又称白沙滩；重
庆江津区的白沙镇，世称中白
沙，又称白沙坝；重庆大渡口区
的白沙集镇，世称下白沙，又称
白沙沱。这三个白沙，是历史河
流在江滩沙岸上的三个刻痕，是
江河历史图谱中的三部方志，引
导我们去翻阅长江母亲河这部
厚重的江河史。

日前，重庆市江津区作协、
大渡口区作协和四川省合江县
作协联合组织了“川渝作家探寻
长江上游白沙古镇”采风活动，
这是通过文学采风、创作交流活
动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
展、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一
个新举措。三十多名川渝作家
参加了此次采风活动。今天晚
报副刊推出川渝作家们的采风
创作作品，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