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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瀛山 , 美好的传说

张  健    

重庆南部綦江县石角镇境内有一座雄伟的大山 叫瀛山 , 山上奇

峰兀突 , 怪石峥嵘 , 悬崖千丈 , 寒谷幽深 , 古树参天 , 山 花灿烂 , 银湖泛

波 , 清泉潺潺 , 白 云缭绕 , 雾起山 间 , 山上山 下梯 田重重叠叠 。 来到瀛

山 , 春可赏花 , 夏可纳凉 , 秋可观景 , 冬可看雪 , 一年四季 , 景色变化 ,

美不胜收 。 还有更让人惊叹的是 , 一千多米的高山上 , 竟然有只能在

河边才能看到的数米厚的鹅卵石层 。 真是造化钟神 秀 , 奇山 佳景多 。    

瀛山上有一座建于明代的 “白云 道观” , 几百年来 , 香火旺盛 , 名

震巴 渝 。 民 间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白 云观的美好故事 。 杨常符不畏

艰险 、 千山 寻爱妻 , 王 白云 为民请命 、 平反冤案 , 蠢屯子行侠仗义 , 惩

凶顽 、斗恶龙 、保黎民 , 等等 , 这些故事表现了瀛山人的善良 、爱心 , 亲

乡邻 , 抗强暴 , 希望人与人和睦相处 , 人与大 自然和 睦相处的 良好愿

望 。 这种精神 , 这种愿望与现在提倡 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基本

一致的 , 中 国人民是善良的 , 中 国人民是充满爱心的 , 但是也不畏邪

恶 , 重大灾害面前表现出来的 团结一心 , 共赴危难 , 敌对势力破坏国

家统一时的同仇敌忾 , 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    

瀛山是美丽的 , 祖国 的山河是美丽的 , 流传在民间的瀛山 白 云观

传说是美好的 。 如今 , 白云观正在被打造成渝南地区的旅游胜地 , 许

许多多的人 , 从不同的地方来到瀛山 , 在白云道观寻杨常符 、 王白 云



遗踪 , 瞻蠢屯子遗像 , 喝玉井 “神水” , 观生长数百年的银杏宝树 , 有月

亮的晚上 , 坐在农家院落听老爷爷讲述蠢屯斗恶龙的故事 , 有风的时

候 , 听震撼人心的 “哗哗”松涛声 。 早晨 , 还可以 站在香碑上 , 观茫茫

雪海 , 欣赏雾中 山峦变幻的奇观 。    

綦江人热情好客 , 欢迎来 自 五湖 四海的游客 。    

美丽的瀛山 、 充满美好传说的 白 云观等待着你 !



瀛  山  情

曹 长科    

我的老家在瀛山附近 , 站在家门 口 , 抬起头就能望见巍巍矗立的

瀛山峰峦 , 瀛山诸峰时而沉没在云雾中 , 忽隐忽现 , 犹如蓬莱仙岛飘

临 ; 时而云雾消散 , 或抹一缕金色阳光 , 或披一身红彤霞光 , 蔚为壮观。  

从小我就喜爱瀛山 。  

孩提时候 , 有月 亮的晚上 , 端一根小凳坐在院坝里听婆婆讲瀛山

的故事 。 瀛山上有一个白云道观 , 观里有很多法力 无边的师傅 。 修

建道观时山顶乏水 , 杨道长对天祈祷 , 清泉湧出 , 永不干涸 ; 他与妻恩

恩爱爱 , 种下银杏宝树 , 两树枝叶相连 , 情意交融 ; 王 白云为官清廉 ,

平反冤狱 , 一 日 午睡 , 蒙胧中看见老鼠偷蛋 , 醒来却见夫人拷问 丫环 ,

丫环受屈被迫承认偷了鸡蛋 , 王 白云深感为官稍有不慎 , 即会酿成冤

案 , 于是辞官出 家 , 为乡 亲祈福消灾 。 蠢屯子勇斗恶龙 , 除妖魔 , 平息

綦河水患 , 后骑虎升天 。 婆婆讲得十分认真 , 我听得津津有味 , 从这

些故事里 , 童年的我懂得了什么是善 , 什么 是恶 , 做人要心地善 良 。    

上小学的时候 , 老师教我们写作文 “可爱的家乡 ” , 讲到了瀛山 的

美丽 、 雄伟 , 景色万千 。 白云观八大景 : 石笋参天 、龙头云霭 、 南崖仙

奕 、洞 天玉井 、 琼理连枝 、 飞泉喷玉 、梯步呜琴 、崖波双鲤 , 以及瀛山上

无边无际的森林 , 山下层层叠叠梯 田 。 听 了老师的讲解 , 我为家乡 的

宝山骄傲 、 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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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中学的时候 , 几个要好的 同学相邀到瀛山游玩 。 沿着弯弯曲


曲 的上山小道努力 攀登 , 山路很险 , 有时陡直向上 , 在岩石上凿出石


窝作路 。 汗水湿透了衣衫 , 我们相互鼓励 , 终于登上了 向往己久的瀛


山顶峰 , 看到 了神奇的 白云观 。 瀛山 太美了 ! 白云观太美了 ! 石笋


直插云天 , 顶上迎客松风中 挥舞枝叶 , 似乎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


悬崖边巨石凌空向外突出 , 下临万丈悬崖 , 身处崖上 , 云雾身边飘 , 宛


若天上神仙 ; 岩壁间 的玉井 , 清泉沁人心脾 ; 岩穴里的棋盘 , 让人联想


翩翩 ; 飞泉凌空而下直击石台 , 仿佛仙人抛下的万颗珍珠 ; 水从登山


梯步底下流过 , 发出叮咚之声 , 犹如奏响美妙的琴音 。 还有更为神奇


的 , 瀛山顶上竟然有厚达数米的卵石层 , 仿佛在向 人们证实着大 自 然


的神奇变迁 。 风吹过的时候 , 茫茫林海发出 “哗哗” 的松涛声 , 像一曲


雄壮的乐章 。 可惜的是 , 古观庙宇垮塌 , 神像被毁 , 听 山上的老人讲 ,


新中 国成立初期 , 一小撮不甘心失败的土匪恶霸盘踞白云观 , 妄图利


用瀛山 险要的地势顽抗到底 。 解放军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 , 奋不顾


身 , 攀悬崖 、 登峭壁 , 终于攻上了瀛山 , 消灭了土匪 。 土匪灭亡之前毁


掉了道观神像 。 后来十年动乱 , 红卫兵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 , 更加彻


底地毁掉了 白 云古殿 , 虽然千年古殿成了废墟 , 白 云观的神奇传说却


始终流传民间 , 任何人也没有办法抹去 。 后来 , 我读书离开了 家乡 ,


可是 , 美丽 、神奇的瀛山 、神奇的白 云观却经常在梦中出现 , 我希望千


年古观重现宝山 , 让瀛山更加美丽 、壮观 。
    

学校毕业 , 终于又回 到了 家乡 , 得知改革开放后 , 党和政府落实


了宗教政策 , 白云道观得以 重建开发 , 千年古观历经苍桑 , 终于再度


面世 。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 旅游产业的越来越受到重视 , 老瀛山


旅游开发已经列入政府的重要议事 日 程 , 宝山古观 , 将重新焕发勃勃


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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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独角 龙祸害生灵    

大禹王误断仙山

古诗一 : 山盘百迭空依傍 , 四野峰 峦 皆退让 ;    

忽如天半有莲花 , 倚风独 向云 霄放 。

古诗二 : 危石巉岩 隐岱宗 , 山 弯 无数水云封    

遥 闻鹤唳猿啼处 , 疑是蓬莱第 一峰 。    

话说西南水陆重镇重庆城以南的六十公里处有一座山 , 名 曰 老

赢山 , 山势险峻 , 奇峰兀突 , 沟壑幽深 , 山泉清冽 , 古木参天 , 野花遍

地 。 山 势从南到北约十公里 , 远远望去 , 仿佛一匹扬蹄奔腾的野马 ,

高高昂 着头对天长啸 , 因而又名 马脑山 。 马脑处有一小庙 , 名 叫天

成庙 , 乃全山 最高处 , 海拔 1 3 5 4 米 。 古籍记载 : 老瀛山在重庆府綦

江县城东南四十里处 , 周 围一百余里 , 古有寺庙四十余所 , 宋代贤士

刘望之有诗赞曰 : “山 盘四十八面险 , 云暗三百六旬秋” 。 因其高峻

兀突云间 , 壁立峻峭 , 四时青翠 , 似海中瀛蓬仙山 而得名 。 老瀛山有

一奇特景象 , 海拔一千多米的山 峰顶上 , 有厚达数米鹅卵沙石堆积

而成的岩石层 , 一些突 出 的巨石上 , 留有行船撑篙留 下的篙洞 , 仿佛

大河岸边的石头一样 。    

老瀛山 东南角上有一个道观名 叫 白云观 , 宅幽而势阻 , 长松拂

地 , 修竹干霄 , 岩木毵毵然环绕三面 。 据传为明代道士杨常符所建 。

古人记 曰 : 老瀛山雄峙府东南 , 延袤数百里 , 星峰献奇 。 虬干呈异 , 龙

头万仞 , 襟带清流 , 石笋千寻 , 撑擎碧汉 , 雾起山腰 , 人居山上 , 极 目远



眺 , 俯瞰八荒 。 传为老子修炼遗址 , 状类蓬瀛而得名 。 明洪都道士杨

常符偕徒王白 云选胜潜修 , 遍历群山 , 见此形胜业师授图 , 欣然而止 ,

第峭壁悬岩 , 径途绝险 , 乃 引徒穿溪越岭 , 斩棘诛茅 , 经营丹室 , 时拓

基之工役不络 , 而穿径之金牛 自 至 , 峻岭之石脉乏泉 , 而应祷之甘泉

随涌 。 呜呼 ! 牛耶 , 井耶 , 岂人力之所能至耶 , 爰建白云观 。    

白云观是川东有名道观 , 又是风景绝佳的神仙居所 , 神庙四周有

夫妻树 、棋盘石 , 石笋 、 香碑等有名景观 , 千百年来香火不断 , 为老瀛

山增添了许许多多美丽景致 。    

传说很多年前 , 没有老瀛山 , 更没有 白云观 , 高低起伏的 山峦上

长满各式各样的大树 , 树林里住着恐龙和各种各样的动物 , 大家和平

相处 , 互相帮助 , 快乐生活 。 又过了很多年 , 出 现了 一个凶 狠残暴的

独角恐龙 , 网罗 了 同样十分凶残的虎王 、狮王和毒蛇王 , 横行霸道 , 为

非作歹 , 残害生活在树林里的人和其他动物 。    

后来 , 大巴 山一个小山 村出 了一个力大无穷的英雄 , 名字叫禹 。

禹出生的时候 , 家里来了 一个要饭的老太婆 , 尽管禹 的父母十分贫

穷 , 看到老人十分可怜 , 还是拿 出 了仅有的粮食煮饭给老太婆吃 。 老

太婆吃了饭 , 打着饱嗝走了 , 走的时候没有带走拄着走路的破竹棍 。

第二天 , 奇迹发生了 , 放破竹棍的地方出 现了一把闪 闪发光的斧头 。

斧头上有八个字 : 劈山引 水 , 造福百姓 。 禹 的父母知道老太婆是神

仙 , 把斧头收藏好 。 夫妻俩上山打柴 、 采野菜 , 供养孩子慢慢长大 。    

独角恐龙兴风作怪 , 残害生灵 , 它从东海龙王那里抢来了 装海水

的 口 袋 , 放海水淹没了 大片树林 、村庄 、 田地 , 禹的父亲率领乡 亲们抗

恶龙 、治洪水 , 离开家后再也没有回来 。    

在艰难中 , 禹一天一天长大 , 长成了 高高的个子 , 宽阔 的胸膛 , 粗

壮的手臂 、 大腿 , 迈足能上高山 、 下大江 , 挥拳能打死凶猛的野兽。    

禹长成了 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    

禹娶了 亲 , 妻子是村子里一个美丽贤淑的姑娘 , 名 叫涂 , 不久有



了小孩 , 禹天天清早出 门 , 在山 顶薄薄的坡土上种庄稼 , 在树林里采

蘑菇 、 野菜 , 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 涂在家里孝敬婆婆 , 抚养孩子 。

禹 和涂夫妻恩爱 , 一家人过着和和睦睦 的生活 。    

独角恐龙继续作恶 , 洪水久久不退 , 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 。

后来 , 村子附近又出 了一个狮王 , 在树林里抓捕动物和人当食物 , 闹

得人心惶惶 , 老人小孩成天躲在家中不敢出 门 , 饿了喝海水充饥 , 一

些小动物为了躲避狮子的抓捕 , 也躲进了 人住的村子 , 依托人的庇护

勉强活下去 。    

禹 很想率领人去和狮王决斗 , 为天下除害 , 可是担心家里没有人

照看 , 迟迟没有作出决定 。    

这一天 , 村子里一个男人到树林里采野菜 , 天黑了还没有回家 ,

家里人哭着喊着到处寻找 。 过了两天 , 在树林中找到 了男人残缺不

全的尸体 , 大腿上还有狮子爪子抓过的痕迹 , 是狮王作的孽 , 被害者

的妻儿凄惨地哭着 。 听见哭声的人一个个掉下了 同情的眼泪 。 禹十

分同情遇害者和他的亲人 , 十分痛恨狮子王的暴行 , 他再也忍耐不下

去 了 , 扛了一把锄头 , 站在高高 的山 梁上大声呼唤 。 村子里年轻人都

扛着锄头拿着斧头出来了 , 愤怒的人们 聚在一起 , 跟着禹出 发了 , 他

们走 了半天的路 , 终于找到了 狮王的巢穴 , 禹走在最前面 , 后面跟着

数不清 的人和其他小动物 , 他们大声怒吼着 , 吼声震天动地 。    

狮子王正在睡觉 , 它被独角恐龙派来镇守巴山一带的树林 , 清早

起来 , 吃了一个秋天抓来的人和两个小动物 , 困 了 , 眯上眼睛睡得正

舒服 , 外面响起了 吼声 , 它张着血盆大口 , 摇摇晃晃走出 洞穴 , 看到黑

压压一片人和小动物 。 狮王没有把人和小动物放在眼里 , 一纵身跳

到一个高高 的山 冈上 。 “哞 ! ” 朝着天吼了 一声 。    

禹没有害怕 , 挥着锄头冲 了上来 。 狮王扑过来 , 狮爪子从禹脸前

划过 。 禹 往侧边一跳 , 锄头挖到 了狮爪子上 。 狮王痛得 “嗷嗷” 大叫 ,

更凶猛地扑向禹率领的人和小动物 , 一些躲闪不及的人和小动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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