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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鄙要害
文<顾丽红

明 崇 祯 十 一 年（公 元 1638 年）四 月 十 四 ，徐 霞 客 抵 达 贵 州 贵 阳 青 岩 ，时

名“ 青 崖 ”。 他 在《黔 游 日 记》中 写 道 ：“ 度 桥 而 南 ，半 里 ，入 青 崖 城 之 北 门 。

其 城 新 建 ，旧 纡 而 东 ，今 折 其 东 隅 而 西 就 尖 峰 之 上 ，城 中 颇 有 瓦 楼 阛 阓 焉 。

是日晴霁竟日，夜月复皎。”“青崖屯属贵州前卫，而地则广顺州所辖……有

溪自西北老龙脊发源，环城北东流南转。是贵省南鄙要害，今添设总兵驻扎

其内。”

本版插画<呱咕

盘州洞天
文<卓美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四月末五月初，徐霞客在贵州盘州游览了碧云洞、丹霞山等名胜。《黔游日记》载：“遂下，

则洞门北向迎溪，前有巨石坊，题曰‘碧云洞天 ’，始知是洞之名碧云也。土人以此为水洞，以其上有佛者为干洞 。”“州南

三十里有丹霞山。其山当丛峰之上，更起尖峰卓立于中。”

盘州古城站在时光深处，寂寞地

站 在 那 里 。 一 群 鸽 子 从 古 城 上 空 飞

过，光阴的羽毛，落在城墙上。

因 一 条 滔 滔 不 绝 的 盘 江 从 境 内

流 过 ，唐 贞 观 年 间 ，这 个 之 前 叫 西 平

州 的 地 方 改 名 为“ 盘 州 ”。 盘 州 古 城

看 似 朴 素 ，却 不 同 凡 响 ，徐 霞 客 盛 赞

盘 州 ：“ 是 城 文 运 为 贵 竹 之 首 …… 非

他卫可比。”

我对盘州古城很熟悉，熟悉到我

无 法 分 清 楚 古 城 中 哪 一 处 最 有 文 化

底 蕴 ，哪 一 处 不 值 一 提 。 细 想 下 来 ，

别 说 是 北 门 城 楼 、文 庙 、文 笔 塔 等 古

城 名 胜 ，即 使 是 一 条 光 滑 玉 润 的 青

石 小 巷 、一 口 老 旧 的“ 官 井 ”、一 户 人

家 的 四 合 院 ，只 要 用 心 ，哪 一 处 又 不

是地道的古城风景呢？

每 次 到 盘 州 古 城 ，清 早 爬 完 城

墙 ，我 总 是 绕 不 开 多 年 前 既 定 的 套

路——到五街某个深巷子里吃“荞面

汤 ”，看 白 发 老 奶 奶 专 心 致 志 地 帮 儿

媳 妇 打 理 一 把 小 葱 ，感 受 那 种 坐 在

没 有 上 漆 的 、洗 得 洁 白 的 长 板 凳 上

的 温 暖 和 贴 切 。 当 点 缀 着 嫩 瓜 丝 的

荞 面 汤 端 上 来 ，油 辣 子 和 水 霉 豆 的

气 息 扑 面 而 来 ，我 感 觉 这 不 单 是 一

份 早 餐 ，还 是 定 格 在 我 灵 魂 深 处 的

盘州古城情结。

盘 州 寻 常 百 姓 所 称 的“ 城 门

洞 ”，就 是 始 建 于 明 洪 武 年 间 的 普 安

卫 城 楼 的 北 门 楼 。 在 城 门 洞 口 低 矮

的 木 房 子 里 ，一 罐 罐 老 字 号 的 渣 辣

椒 、水 霉 豆 整 整 齐 齐 地 摆 在 老 旧 的

柜 台 上 。 老 奶 奶 的 簸 箕 里 ，红 的 、黑

的 凤 米 粑 闪 着 温 润 的 光 泽 。 那 光

泽 ，糯 着 眼 睛 和 内 心 。 在 北 门 楼 沧

桑 的 石 头 墙 面 上 ，战 火 的 痕 迹 依 稀

可 辨 。 古 老 的 墙 缝 中 ，葱 茏 的 植 被

在 风 中 摇 曳 ，仿 佛 某 种 昭 示 。 也 因

此 ，我 看 见 的 不 仅 是 朝 代 更 迭 ，更 有

顽强坚韧、生生不息。

站在城楼上，从垛口处朝街面上

望 去 ，我 不 禁 想 起 曾 经 见 过 的 一 张

老照片。那是一张拍摄于 20 世纪 30

年 代 同 一 角 度 的 老 照 片 。 街 面 ，也

如 当 下 这 般 熙 熙 攘 攘 。 如 今 ，眼 前

多 出 来 的 是 车 辆 ，变 了 的 是 人 的 衣

着 打 扮 ，不 变 的 ，则 是 每 张 脸 沉 浸 在

生 活 光 影 里 的 认 真 。 我 离 开 垛 口

后 ，一 个 晨 练 的 老 人 背 着 他 的 宝 剑

站 到 我 刚 刚 站 过 的 地 方 。 他 久 久 地

站 在 那 里 ，仿 佛 在 看 街 景 ，又 仿 佛 在

怀 想 心 中 那 些 远 去 了 的 岁 月 。 我 愣

愣 地 想 ，时 光 荏 苒 ，站 在 同 一 个 垛 口

朝 下 看 的 人 ，是 否 都 会 被 物 是 人 非

所伤？

三条 溪 流 像 知 己 一 样 在 古 城 中

汇 合 后 ，悄 无 声 息 地 绕 过 几 个 弯 ，

缓 缓 朝 城 郊 的 碧 云 洞 而 去 。 碧 云

洞 也 叫“ 水 洞 ”，底 有 碧 水 入 洞 ，上

有“ 天 洞 ”入 光 ，后 有“ 风 洞 ”通 风 。

当 年 ，徐 霞 客 探 洞 十 分 艰 难 。《黔 游

日 记》载 ，他“ 仍 入 内 洞 …… 而 崖 壁

悬 峭 ，三 上 三 却 。 再 后 ，仍 登 明 窗

东 南 ，援 矗 柱 之 腋 ，透 出 柱 南 ，平 视

桥 之 背 ，甚 坦 而 近 ，但 悬 壁 无 痕 ，上

下 俱 绝 攀 践 ，咫 尺 难 度 ”。 如 今 ，洞

内 砌 有 石 阶 ，游 客 上 下 方 便 多 了 。

不 知 在 何 朝 何 代 ，峭 壁 的 半 中 腰 建

起 了 一 座 小 寺 庙 。 我 想 进 去 一 探

究 竟 ，寺 门 却 上 了 把 铜 锁 。 向 爬 山

的 人 打 听 得 知 ，照 看 寺 庙 的 僧 人 下

山 去 了 。

“ 先 是 ，余 闻 水 洞 之 上 有 梵 龛 ，

及 至 ，索 之 无 有 。 从 明 窗 外 东 眺 ，

层 崖 危 耸 ，心 异 之 ，亦 不 见 有 攀 缘

之 迹 。 及 出 水 洞 觅 路 ，旁 有 小 径 ，

隐 现 伏 草 间 ，又 似 上 跻 明 窗 者 ，以

为 此 间 乃 断 崖 绝 磴 耳 ，不 意 闻 声 发

閟 ，亟 回 杖 上 跻 。”当 年 ，徐 霞 客 为

证 实 洞 上 有 神 龛 的 传 言 ，“ 亟 回 杖

上 跻 ”。 如 今 ，洞 崖 上 的 神 龛 演 变

成 了 一 座 小 寺 庙 ，可 历 尽 艰 辛“ 三

上 三 却 ”考 察 过 这 方 山 水 的 旅 人 又

身 在 何 处 ？ 想 到 这 些 ，我 不 由 得 生

出 几 许 感 伤 。

徐 霞 客 的 塑 像 背 依 青 山 ，面 朝

着 他 的 家 乡 江 苏 江 阴 ，脚 下 还 有 残

余 的 香 烛 祭 品 。 离 塑 像 千 米 远 的

地 方 ，是 盘 州 市 的 一 所 公 办 学 校

“ 徐 霞 客 小 学 ”。 学 校 以 徐 霞 客“ 求

真 、务 实 ”的 精 神 作 了 校 训 。 精 神

无 疆 ，浩 气 长 存 ，由 此 ，我 得 到 了 某

种 安 慰 。

从“ 水 洞 ”爬 到“ 天 洞 ”，耳 畔 溪

声 轰 鸣 不 断 ，凉 飕 飕 的 风 从 脚 底 扶

摇 直 上 。 爬 到 天 洞 口 回 头 而 望 ，一

根 钟 乳 石 巨 臂 一 般 ，擎 起 这“ 幽 洞 吞

溪 ，碧 锁 云 封 ”的 洞 天 。 天 洞 外 ，山

林 翠 色 欲 滴 ，鸟 声 此 起 彼 伏 。 我 感

慨 万 千 ，抬 头 仰 望 ，那 里 有 历 代 文 人

墨 客 遗 留 的 26 处 摩 崖 石 刻 。 我 仰 望

它 们 ，向 锦 绣 山 河 行 注 目 礼 ，向 那 些

与山河同样绵延壮阔的精神致敬。

位于盘州古城远郊的丹霞山，以

千 峰 臣 服 之 势 立 于 朗 朗 苍 穹 之 下 。

远远望去，位于山顶的西南名寺——

丹 霞 山 护 国 寺 宛 若 仙 所 。 远 道 而 来

的 几 位 香 客 许 过 心 愿 下 山 而 去 ，脸

上 满 是 坦 然 ，目 光 充 满 期 许 。 我 想 ，

翻 山 越 岭 而 来 的 凡 夫 俗 子 求 的 不 只

是 神 灵 的 庇 佑 ，更 是 自 我 内 心 的 一

份 安 稳 。 关 于 独 立 于 万 峰 之 巅 的 这

座 护 国 寺 ，关 于 其 寺 名 、藏 经 、玉 印 、

金 钵 、袈 裟 皆 为 清 光 绪 皇 帝 御 封 ，关

于 镇 寺 国 宝《贝 叶 经》，关 于 大 雄 宝

殿 前 徐 霞 客 与 影 修 和 尚 的 塑 像 ……

芸芸众生，又何必非要晓得呢？

清晨 6 时 10 分，我站在观日楼最

高 处 ，乳 白 色 的 云 海 边 沿 已 经 被 鲜

艳 的 朝 阳 浸 染 。 只 一 眨 眼 间 ，美 轮

美 奂 的 红 日 就 从 涌 动 的 云 海 中 跳 了

出 来 。 日 出 倾 城 ！ 目 光 所 及 ，身 披

朝霞的壮阔山河一派生机。

青 岩 古 镇 位 于 贵 阳 南 郊 ，距 今 已 有

600 多 年 历 史 。 徐 霞 客 在《黔 游 日 记》

中，称其为“贵省南鄙要害”。

当 我 站 在 青 岩 古 镇 前 的 古 驿 道 上 ，

越 过 一 湖 清 荷 ，遥 望 那 高 高 的 城 墙 和 在

山 的 翠 绿 中 逶 迤 远 去 的“ 小 长 城 ”，我 的

胸中突然涌出一股浩大的气流。看惯了

江 南 小 桥 流 水 、精 致 玲 珑 的 古 镇 ，就 这

么 一 眼 ，我 就 被 眼 前 气 势 恢 宏 、雄 伟 壮

观，完全不同画风的古镇所震撼。

穿过定广门古城墙，踏上古街，满眼

都 是 青 石 的 世 界 。 青 石 的 街 面 光 滑 可

鉴 ，青 石 的 屋 墙 古 意 斑 驳 ，青 石 的 小 巷

幽 然 延 展 ，随 处 可 见 的 青 石 石 碑 、石 柱 、

石 墩 ，仿 佛 都 在 轻 轻 述 说 着 古 镇 的 历

史 。 那 一 串 串 青 藤 、一 丛 丛 野 花 、一 棵

棵 小 草 从 石 缝 内 漫 出 ，漫 成 一 幅 透 着 沧

桑 的 画 。 我 知 道 ，这 就 是 青 岩 古 镇 名 字

的 由 来 。 青 岩 人 就 地 取 材 ，在 半 山 腰

上 ，用 青 色 的 岩 石 ，筑 成 了 这 样 一 座 坚

实牢固的石头镇。

小 镇 的 街 道 随 着 山 势 起 伏 时 而 向

上 ，时 而 向 下 。 那 一 条 条 幽 深 的 小 巷 ，

也 因 着 山 的 坡 度 在 绿 意 中 延 伸 ，让 人 只

见 巷 口 不 见 巷 尾 。 街 道 很 宽 敞 ，街 边 的

房 屋 具 有 明 显 的 地 域 特 色 ，那 宽 宽 的 双

重 青 瓦 屋 檐 ，如 同 一 个 明 眸 善 睐 的 山 中

少 女 ，正 轻 舒 着 如 黛 的 眉 毛 和 长 长 的 眼

睫 ，招 呼 着 街 头 来 来 往 往 的 客 人 。 这 是

青 岩 人 的 智 慧 ，既 美 观 ，又 有 遮 风 挡 雨

的功效。

凡 是 有 魅 力 的 地 方 ，都 有 大 批 游

人 ，青 岩 也 一 样 。 但 是 ，当 我 在 青 石 古

街 上 走 着 看 着 ，游 人 的 嘈 杂 却 似 在 远

山 之 外 。 耳 畔 ，仿 佛 有 一 阵 阵 透 着 历

史 况 味 的 风 悠 悠 穿 过 ，那 风 中 ，有 马 蹄

的 达 达 声 和 旌 旗 的 猎 猎 声 从 古 城 墙 上

传 来 。

明 洪 武 年 间 ，朱 元 璋 为 巩 固 西 南 要

塞 ，征 调 两 江 几 十 万 大 军 迁 入 贵 州 ，依

山 傍 水 ，屯 兵 筑 寨 ，史 称“ 屯 堡 ”。 青 岩 ，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在 岁 月 的 流 逝 中 ，这 些

汉 军 将 士 同 当 地 少 数 民 族 居 民 完 全 融

合 。 他 们 亦 兵 亦 民 ，战 争 来 时 ，便 英 勇

而战，太平年间，便耕作经商。

著 名 的 状 元 府 在 一 条 狭 窄 的 小 巷

内 。 清 光 绪 年 间 ，青 岩 人 赵 以 炯 进 京 应

试 壬 科 进 士 落 榜 后 ，没 有 气 馁 ，而 是 继

续 发 奋 ，终 于 高 中 状 元 ，留 下 一 段 佳

话 。 小 巷 不 起 眼 ，想 象 中 高 大 威 武 的 状

元 府 大 门 也 同 样 低 调 、朴 实 。 小 小 的 古

朴 门 楣 ，小 小 的 一 副 对 联 ：“ 琴 鹤 谱 志 ，

论 语 传 家 。”有 了 这 副 对 联 ，状 元 府 的 书

香 气 息 便 浓 郁 了 起 来 。 穿 过 门 廊 ，是 一

座 两 进 院 落 的 四 合 院 ，据 说 有 300 多 年

历 史 了 。 现 存 前 殿 、正 殿 、两 厢 和 朝 门 ，

保存得相当完好。朝门内墙上有许多不

同“ 寿 ”字 的 残 迹 。 同 江 南 古 镇 明 清 时

期 大 户 人 家 气 宇 轩 昂 的 府 邸 相 比 ，这 座

清 代 建 筑 显 得 简 约 、内 敛 、恬 淡 、朴 实 ，

唯一显眼的是整排的木窗。木窗上雕刻

的 都 是 相 同 的 冰 裂 纹 ，寓 意 十 年 寒 窗 ，

一朝腾达。

在 古 镇 蜿 蜒 起 伏 的 街 巷 里 行 走 ，可

以 尽 情 体 味 不 同 文 化 的 韵 味 。 比 如 ，在

迎 祥 寺 、慈 云 寺 的 暮 鼓 晨 钟 中 倾 听 心 灵

的 独 白 ，在 万 寿 宫 的 雕 栏 画 栋 中 感 受 道

家 文 化 的 精 髓 ，在 教 堂 的 虔 诚 庄 严 中 领

略 异 域 风 情 ，在 青 石 街 巷 中 寻 访 古 早 的

生 活 气 息 。 当 然 ，你 也 可 以 在 满 街 香 气

中 品 尝 令 人 馋 涎 欲 滴 的 特 色 美 食 鸡 辣

角 、卤 猪 蹄 、洋 芋 饼 、糍 粑 稀 饭 …… 我 边

吃 边 游 ，因 为 味 美 ，眼 前 的 一 切 变 得 更

加 赏 心 悦 目 。 不 知 当 年 ，徐 霞 客 是 否 也

被 这 些 美 食 吸 引 ，而 在 某 个 小 店 歇 下 ，

温 上 一 杯 酒 ，细 细 品 咂 舌 尖 上 的 美 味 和

门外的美景？

384 年前，徐霞客沿着白水河游历了

黄 果 树 瀑 布 ，并 对 其 做 了 精 彩 描 述 ：“ 所

谓‘ 珠 帘 钩 不 卷 ，匹 练 挂 遥 峰 ’，俱 不 足

以 拟 其 壮 也 。”不 久 前 的 贵 州 之 行 ，我 跟

随 徐 霞 客 的 足 迹 来 到 安 顺 ，领 略 了 黄 果

树瀑布的壮美。

瀑布在贵州并不少见，或雄浑，或秀

丽 ，或 壮 美 ，千 姿 百 态 ，风 采 各 具 。 在 贵

州 的 众 多 瀑 布 中 ，以 黄 果 树 瀑 布 最 为 著

名 。 其 高 77.8 米 ，宽 101 米 ，是 喀 斯 特 地

貌中罕见的巨型瀑布。

未 见 其 瀑 ，先 闻 其 声 。 沿 着 通 往 黄

果树瀑布景区的步道前行，瀑布“先声夺

人 ”，迎 面 而 来 ，似 乎 有 乐 队 在 不 远 处 的

山 间 弹 奏 ，发 出 激 昂 动 听 的 乐 声 。 距 瀑

布越来越近，耳边的响声也随之变化，宛

如由低音、中音渐渐变为高音，由低吟轻

唱 转 为 引 吭 高 歌 。 而 当 来 到 瀑 布 旁 时 ，

那声响更如万马奔腾，轰轰不绝，又若霆

震四击，山鸣谷应。

都 说 黄 果 树 瀑 布 可 从 前 、后 、左 、

右 、上 、下 等 多 个 角 度 观 赏 ，身 临 其 境 ，

果 真 如 此 。 从 瀑 布 前 方 左 侧 的 山 道 慢

步 上 行 ，透 过 步 道 旁 的 树 丛 观 看 ，但 觉

那 瀑 布 就 像 一 块 巨 大 白 绢 在 碧 树 间 时

隐 时 现 ，妙 趣 横 生 。 伫 立 对 岸 纵 目 眺

望 ，见 那 瀑 布 从 悬 崖 之 巅 飞 泻 而 下 ，似

银 河 堕 流 ，气 势 磅 礴 ，蔚 为 壮 观 。 站 在

瀑 布 右 前 方 的 谷 底 仰 视 ，则 水 流 如 注 ，

云 垂 烟 接 ，万 练 倒 悬 ，叹 为 观 止 。 最 绝

妙 的 ，还 要 数 在 瀑 布 背 后 的 水 帘 洞 观

瀑 ，那 真 可 谓 天 造 地 设 ，独 具 魅 力 。 水

帘 洞 就 躲 在 飞 流 直 下 的 瀑 布 背 面 ，长 达

130 余 米 ，内 有 6 个 洞 窗 、5 个 洞 厅 和 3

股 洞 泉 。 穿 梭 水 帘 洞 ，从 洞 窗 欣 赏 瀑

布 ，别 有 一 番 意 境 。 听 ！ 那 瀑 布 声 若 响

鼓 ，如 雷 贯 耳 ，回 荡 不 觉 。 瞧 ！ 那 瀑 布

水 从 天 落 ，似 银 河 倾 泻 ，捣 珠 崩 玉 。 站

在 洞 窗 口 ，“ 水 挂 珠 帘 ”的 景 象 伸 手 可

及 ，仿 佛 崩 玉 碎 银 坠 入 手 中 。 瀑 布 溅 在

崖 壁 上 ，扬 起 阵 阵 水 雾 ，随 风 飘 入 洞 中 ，

扑 面 而 来 ，寒 气 逼 人 。

黄 果 树 瀑 布 的 水 流 或 撞 击 崖 壁 ，溅

珠 碎 玉 ，水 花 四 溅 ；或 倾 入 瀑 下 犀 牛 潭

中 ，水 珠 轻 扬 ，激 起 棉 花 般 的 水 雾 ，随 风

飘 荡 。 从 观 景 台 眺 望 瀑 布 ，忽 见 阳 光 透

过水雾，化出一道绚丽的彩虹，横卧于瀑

布 下 面 的 碧 潭 之 上 、山 谷 之 间 ，霞 光 遍

地。人行虹移，美不胜收。此情此景，恰

应了黄果树景区牌坊上的那副对联：“白

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霞似锦，何

须梭织天生成。”

贵州山多，多得就像河里的鱼一

样数不清，又像大海的波涛般卷向天

边 。 这 层 峦 叠 嶂 ，包 裹 着 城 市 、村

庄 ，也 裹 挟 着 河 流 、田 野 ，让 人 的 思

绪就像空中的云一样，总想去远方看

看。也许 300 多年前，51 岁的徐霞客

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贵州的。

白 云 山 位 于 长 顺 县 广 顺 镇 东 20

公里，相传明建文帝朱允炆曾落脚于

此 。 明 洪 武 三 十 一 年（ 公 元 1398

年），朱 元 璋 驾 崩 ，朱 允 炆 继 位 ，年 号

建文 ，在位时间仅 4 年。后燕王朱棣

起 兵 反 抗 ，攻 下 南 京 ，即 皇 帝 位 ，史

称“ 靖 难 之 变 ”。 建 文 皇 帝 被 逼 逃

走，下落不明。有传说他逃到西南为

僧 ，至 今 云 南 、贵 州 、广 西 的 很 多 地

方都有他曾到过的传说，白云山的相

关 传 说 尤 多 。 明 崇 祯 十 一 年（公 元

1638 年）春 ，徐 霞 客 游 览 白 云 山 ，寻

访 建 文 帝 遗 踪 。《黔 游 日 记》载 ：“ 白

云山初名螺拥山，以建文君望白云而

登 ，为 开 山 之 祖 ，遂 以‘ 白 云 ’名 之 。

《一 统 志》有 螺 拥 之 名 ，谓 山 形 如 螺

拥 ，而 不 载 建 文 遗 迹 ，时 犹 讳 言 之

也。土人讹其名为罗勇，今山下有罗

勇 寨 。 土 人 居 罗 勇 ，而 不 知 其 为 螺

拥 ；土 人 知 白 云 山 ，而 不 知 即 螺 拥

山。僻地无征，沧桑转盼如此！”

循着徐霞客的足迹，我们来到白

云 山 下 。 抬 头 仰 望 ，只 见 山 势 陡 峭 ，

几幢建筑隐逸在丛林中，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

穿 过 高 大 的 牌 坊 ，便 是 800 多 级

台阶，我们攀爬得十分辛苦。世间物

事 ，越 是 艰 辛 ，越 让 人 想 战 胜 。 爬 上

石 阶 便 是 白 云 寺 ，山 门 前 有 两 棵 巨

杉 ，相 传 为 建 文 帝 所 植 。 这 两 棵 杉

树 ，徐 霞 客 当 年 也 曾 亲 见 。《黔 游 日

记》载 ：“ 有 巨 杉 二 株 ，夹 立 磴 旁 ，大

合 三 人 抱 ，西 一 株 为 火 伤 其 顶 ，乃 建

文 君 所 手 植 也 。”如 今 ，它 们 依 然 枝

繁 叶 茂 ，苍 劲 有 力 。 树 上 鸟 声 不 断 ，

树 下 游 人 如 织 ，热 闹 非 凡 ，当 地 人 称

“对杉宿灵”。

树 后 便 是 高 耸 的 山 门 ，门 上 有

“ 白 云 寺 ”3 个 金 色 大 字 。 穿 过 山 门 ，

右 侧 崖 壁 便 是“ 东 来 西 壁 ”。 壁 下 有

石 塔 ，壁 上 为 照 壁 ，半 檐 腾 空 飞 架 ，

颇为壮观。

在旧址上复建的白云寺，依山布

局 ，错 落 有 致 ，气 势 恢 宏 。 寺 中 香 火

旺 盛 ，游 人 络 绎 不 绝 。 在 潜 龙 佛 殿

前 ，我 找 到 了“ 跪 勺 泉 ”。《黔 游 日 记》

载 ：“ 有 泉 一 坎 ，在 后 阁 前 楹 下 ，是 为

跪 勺 泉 ，下 北 通 阁 下 石 窍 ，不 盈 不

涸 ，取 者 必 伏 而 勺 ，故 名 曰‘ 跪 ’，乃

神 龙 所 供 建 文 君 者 ，中 通 龙 潭 ，时 有

双 金 鲤 出 没 云 。”如 今 ，跪 勺 泉 已 经

被 镶 入 基 石 ，形 成 跪 井 ，泉 水 清 澈 如

初 。 井 旁 有 水 瓢 ，取 水 而 饮 ，但 觉 清

冽甘甜。

沿潜龙佛殿左行不远，只见山石

间 有 一 水 潭 ，十 分 耀 眼 ，这 就 是 紫 荆

潭。摇曳芳香的紫荆树已不知去向，

只留莲翘曲立潭边。水潭不大，四季

不竭。一座石板小桥飞跨而过，有了

几 分 江 南 园 林 的 情 趣 。 传 说 这 里 曾

是建文帝洗浴的地方。

过 紫 荆 潭 ，沿 着 石 径 缓 步 前 行 ，

路 旁 古 木 参 天 。 转 过 一 个 弯 ，只 见

路 边 陡 壁 的 石 缝 中 插 满 了 大 小 不 一

的 木 棍 。 据 说 当 年 建 文 帝 累 了 的 时

候 ，就 到 这 里 用 棍 子 撑 一 下 腰 部 ，疲

惫 自 然 解 除 。 后 来 ，人 们 纷 纷 效 仿 ，

石 缝 里 被 塞 满 了 木 棍 ，此 处 也 得 名

“ 撑 腰 岩 ”。

沿石阶而上，便是相传建文帝曾

住 过 的“ 潜 龙 阁 ”，阁 左 侧 是 深 五 六

米 的“ 天 子 洞 ”。 这 本 是 天 然 的 喀 斯

特 洞 穴 ，但 因 为 建 文 帝 的 传 说 ，充 满

了神秘色彩。洞中空无一物，只有一

巨 石 平 卧 ，传 说 建 文 帝 曾 在 此 下 榻 。

从石床右端上行出洞，便到山顶。远

望 山 海 茫 茫 ，近 看 树 木 葱 郁 ，一 切 都

仿 若 浮 云 。 所 以 此 处 叫“ 白 云 盖

顶 ”，洞 口 叫 作“ 望 天 洞 ”，传 为 建 文

帝遥望京城思乡之处。

越过白云山顶，山后出现一片开

阔 平 地 。 据 说 当 年“ 靖 难 之 变 ”中 ，

南 京 的 一 批 僧 人 跟 随 建 文 帝 逃 难 至

此 ，结 庐 而 居 ，故 曰“ 南 京 坪 ”。 坪 内

有 一 组 奇 异 的 石 头 ，用 石 击 之 ，能 发

出 钟 鼓 之 声 ，称 为“ 石 钟 石 鼓 ”。 相

传这里是建文帝骑马习武之地，拴马

处 有 一“ 马 咆 井 ”，即 建 文 帝 坐 骑 前

蹄 踩 踏 而 成 。 白 云 山 下 有“ 思 京

村 ”，山 上 有“ 南 京 坪 ”，让 建 文 帝 隐

居于此的传说显得更加可信。

时间像一把无情的刀，尘封的岁

月已经淹没历史的道路，建文帝的传

奇 人 生 、徐 霞 客 的 存 世 文 字 ，让 白 云

山变得神秘莫测。我想，人们络绎不

绝 来 此 ，拜 访 的 不 仅 是 白 云 山 ，也 是

心中的那一座山。

建文遗踪
文<秦延安

明 崇 祯 十 一 年（公 元 1638 年）四 月 十 五 ，徐 霞 客 离 开 青 岩 古 镇 后 ，绕 道 广 顺 州（今 长 顺 县）游 白 云 山 。 在《黔 游 日 记》

中，他描写了白云山“幽旷交擅”的自然风光，记录了大量与明建文帝有关的古迹和传说，还留下了山中的猿猴、蘑菇等相

关记载。“白云山中有玄色、白色诸猿，每六六成行，轮朝寺下。据僧言如此。余早晚止闻其声。又有菌甚美，大者出龙潭

后深箐仆木间，玉质花腴，盘朵径尺，即‘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担柴’，土人呼为‘茅枣’，云南甚多。”

万练飞空
文<缪士毅

明 崇 祯 十 一 年（公 元 1638 年）四 月 二 十 三 ，徐 霞 客 游 览 了 贵 州 白 水 河 瀑

布，即今黄果树瀑布。他在《黔游日记》中盛赞黄果树瀑布的雄厉阔大 ：“一

溪悬捣，万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覆，中剜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

绡万幅，横罩门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

势甚雄厉……盖余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