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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德

去了四面山有多少次实在是
记不清了，写过赞美四面山风景
的文章，倒还屈指可数。我有感
于眼观目睹，写过四面山的风雨
云水，路树猴鸟……但对四面山
厚重的人文景观，则在进进出出
四面山若干次，来来往往若干年
的过程中，方有了些许领悟。

山水风景可以感受体验，直
接融入，人文景观则需要感悟体
会，分析研究。眼观风景，心悟
人文。自然风景主要靠看，人文
景 观 重 点 在 思 。 四 面 山 风 光 秀
丽，山水林石，千姿百态，瀑布
之乡，康养胜地。同时，四面山
处处有故事，处处有传说。一座
座大山，一片片森林，一块块奇
石，一条条溪水，一个个湖泊，
一挂挂瀑布……都有引人入胜的
故事。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四面
山是有文化的，有很多很重的历
史承载，很深很厚的人文底蕴。
灵山智水、资源独特的自然环境
与源远流长、古朴厚重的人文沉
淀密切融合，交相辉映，才有了
四面山的大美深邃和蓬勃魅力。
金秋时节，我参加重庆市新闻媒
体作家协会采风团，又一次走进
了四面山。

走进会龙庄

会龙庄在四面山双凤场。1995
年版《江津县志》记载：会龙庄建
于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坐西
南向东北，复四合院布局，仿宫廷
过亭等建筑。占地面积20468平方
米，有戏楼，水池。池中有一单孔
拱桥，桥上有亭。拱侧各有一碗口
大小水孔，水能自然往复流动，终
年水位不增不减，乡人叹为奇观。

有学者说会龙庄是王氏于清代
嘉庆道光年间建造。嘉庆元年是
1796 年，在位 25 年。道光元年是
1821 年，在位 30 年。之后咸丰 11
年，同治13年，至光绪9年，前后
80多年时间。即使是在嘉庆末年动
工，会龙庄的建设工期至少也在65
年以上，开工建造至今有 200 多
年，建成至今已近140年了。

会龙庄号称“西南第一庄”，
其建造就充满了神秘。对建造者有
几种传说：一说是建文帝的隐居宫
殿；二说是大贪官和珅官邸；三说
是吴三桂准备的避难之所；四说是
明代官宦为避难所建。再有说法就
是王氏所建，我倾向于王氏建造
说。解放前会龙庄是一王姓大地主
所有，这是应该有考证的。传说终
归是传说，人去楼空，待后人评
说。如何拂去历史尘埃，揭开神秘

面纱，清晰庄园来龙去脉，今身前
世，有待史学家们进一步研究论
证。不过，走进会龙庄，让我们深
深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并产生出
一串串提问，这就已经充分地展现
了它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了。有一
位名叫摩善山的游客，写了一首

《七绝·会龙庄》：“秘境玄庄春日
晴，雕楼飞阁瑞云生。参天古木今
犹在，龙跃清霄凤自鸣。”对会龙
庄充满了赞叹！

探究朝源观

江津是楹联之乡。既有联圣
清代钟云舫 1612 字的“天下第一
长联”——题江津临江城楼联，又
有四面山海拔1382米山中道观——
朝源观左右大门上的“天下第一
奇联”。

朝源观建于北宋建隆年间（公
元 960 年-963 年），由道长杨来霖
主持修建。选址于插旗山中一群呈

“七星点斗”的山峦平台上。布局
巧妙，设计奇特，庄严肃穆，内容
丰富。特别是道观大门上的对联，
对仗工整，内容广博，含意深刻，
令人叫绝。

大门左边对联，
云朋观观观观观观观观
霞友朝朝朝朝朝朝朝朝

大门右边对联，
善茅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习三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对联一字多音，平仄转换，形

成不同的断句，不同的组合，不同
的读音，不同的含义。蕴玄机，含
禅意，藏文理，实属深奥至极，难
到了多少文人墨客。真正要解读
好，会其意，看来尚需更多探究。

朝源观内从石刻造像到文字，
内容都十分丰富。《江津县志》
说：朝源观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
的寺观。石刻造像凿于明嘉靖四十
年 （公元 1561 年），共有 5 龛，17
尊造像，身高均在1米以上，为深
浮雕接近圆雕。这些造像有站有
坐，有的饰有道髻，有的戴皇冠，
有的执如意，有的持经书，形态各
异，是江津仅存的集儒释道于一堂
的石刻造像。至于道观里经堂和墓
室上的文字就更多了，这文化底蕴
的丰厚令我甚感腹中诗书太少。道
观内有对联的文字与大门口对联的
文字似有某种联系。这些，留与有
心人深度研讨。

至于朝源观建造者杨来霖，一
说他为四面山人，天生聪颖，自幼
好学，知识渊博，以采药为生，云
游四方，访求名师。一偶然机会为
皇后治好痼疾，名声大噪，宋帝恩
准自寻仙境，为其建庙。杨来霖遍
访名山后，还是奏请皇帝回乡建
观。另一说杨来霖为江西婺源人，
自小出家，在著名道场三清山修
行。操习武术，饱读医书，广采药
材，悬壶治病。云游四海，遍访先
贤高僧。后也是治好皇后重病而得
到皇帝重赏。杨来霖不愿留于宫中
做官，而千辛万苦寻找梦境中先师

指示之地修建道观，最终选定四面
山这“七星点斗”之地。杨来霖，
究竟是何方人，这也是探究朝源观
的内容之一。

遥望灰千岩

灰千岩是位于飞龙河边的一列
巨型红石岩。崖画分布在距地面4
米处，长约 160 米、高 9 米的石壁
上。画的内容为牛、牛头、猪、
羊、熊、鱼等。有全身，有局部，
有单个，有以大套小相叠的。画得
最多最大的是牛和牛头，最大的牛
长 3 米、高 2 米。表现手法为用

“点”连成线，点线流畅，粗犷有
力。数千年了，画面仍然清晰可
辨，图像古朴简练，栩栩如生，生
动逼真。

灰千岩崖画是四面山一处珍贵
难得的人文景观。据考古学家鉴
定，这幅凝聚着原始巴人智慧与勇
气的摩岩壁画，成画时间可能在四
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远古
的先人们，想用画来表达什么呢？
或许是一种图腾崇拜，或许是一种
获猎后的记载，也或许是一种财富
的炫耀。没有文字，先把形象刻下
吧，给后人留下记忆。太遥远了，
我们只有推测和想象。想象我们的
祖先，在远古的岁月里，在四面山
辛勤耕耘，或者在深山老林里狩
猎，或者在荒原山野里采摘，也或
者有了牛在耕地……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和在江

津 挂 职 副 县 长 的 王 川 平 同 志 一
道，曾专程到灰千岩看壁画。川
平是学考古专业的文化学者，对
此很感兴趣。他给我讲，这个研
究 主 要 应 看 几 个 重 点 。 一 看 内
容，这是那个年代人们生产生活
的基本元素。二看工具，用什么
工具什么材料刻画，石头还是金
属。三看手法，点、线 、面，图
案形态。对这方面的研究，我肯
定是个外行，但对壁画中展现的
先人们的奋发精神，创造毅力和
艺 术 智 慧 ， 我 是 由 衷 敬 畏 和 震
撼 。 对 壁 画 中 蕴 涵 着 的 艰 辛 劳
作、喜怒哀乐、悲欢甘苦，充满
了猜测与想象。这么高的岩石，
采用什么方法爬上去刻画？那羊
是从山里捕获的还是养的？那时
四面山有熊出没吧？那鱼是什么
方法从水里抓到的？那大牛套小
牛的刻画是不是想表达大牛要生
小牛？等等等等，一璧壁崖画，
一串串是什么和为什么，给了我
无限遥想。肯定，也留下了需要
好好考证的一系列难解之谜。

这次采风，我们侧重去了会龙
庄、朝源观、灰千岩。其实，四面
山的人文景观还有很多很多。如飞
龙庙、文家寨、太子洞、银岩寺、
旺龙庙、中山古镇、四面场老街、
爱情天梯……

四面山风光迷人，丰富多彩。
四面山人文荟萃，古朴厚重。
走进四面山，享受自然美景。
走进四面山，感受人文滋润。

□ 庞国翔

9月 30日是烈士纪念日，谨
以此文献给这些英烈！

——作者题记

苦心寻找烈士亲人

三年前的初春，我在上海复
旦大学参加某个培训时，参观复
旦 大 学 校 史 馆 ， 在 “ 复 旦 英 烈
墙”上，发现一红色五角星嵌中
的花圈图案下有一段文字——

邹泽沛 （1916 年—1941 年），
四川江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 年 9 月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学
习，1936 年 4 月在上海公共租界
内被捕。1941 年7在狱中病逝。

这段简短的文字令我震惊。
我作为一名江津人，一名党员干
部 ， 并 且 在 本 地 党 史 部 门 工 作
过，居然不知道邹泽沛位这“复
旦英烈”。校史馆除了这段简短的
文字外，我没查找到任何资料。
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了解到邹
泽沛的事迹，寻到他的亲人。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打听这
位“复旦英烈”。我曾多次向江津
的文化学者、作家等地方文史界
名流打听，但得到的信息仍是很
少。区政协领导叫我去区委老干
局、区民政局、区档案局处查，
去了仍是“泥牛入海”。难道这位

“复旦英烈”不是江津人？是复旦
校史馆搞错了不成？

去年国庆节，区政协的一名
同志提醒我，让我到江津城郊艾
坪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处看看。他
还给了一本他的藏书 《江津姓氏
与族谱》 给我。我来到烈士纪念
碑下，数着碑上镌刻的近千名为
江 津 解 放 和 建 设 牺 牲 的 烈 士 名
单，心里非常沉重。突然，“邹泽
沛”三字醒然入目。不过仍只是
三个字，没有其他信息。这也很
好，这能证明“复旦英烈”邹泽
沛确有其人，并且是江津人。

我认真翻阅这本 《江津姓氏
与族谱》。书上介绍江津邹氏家族
多集中在龙门场，且多为“泽”
字辈。

我决定去“赶”龙门场。镇
里的宣传委员陈先利给我提供了
很多信息，他告诉我龙门场姓邹
的且是“泽”字辈的人，多集中
在老街——沱湾街。于是，我七
弯 八 拐 来 到 沱 湾 街 。 老 街 静 悄
悄 ， 我 转 了 很 久 。 走 到 老 街 下
段，仍没有人在街上行走。我有

些失望，左顾右盼，十多分钟后
走来一位满头苍白的老太婆。我
问：“这街上有姓邹的街坊吗？”
她说：“下面小平房主人好像姓
邹——”

终于有了转机。我走进平房
小院时正出来一个人。我忙问他
姓不性邹，他说他姓刘。我有些
失望，但还是跨进小房间，真是
无巧不成书，墙上挂着一个老人
像，下面的名字是：邹泽锡。

姓刘的人马上说，这是我租
的房子。老板姓邹，叫邹长康，
这遗像是他父亲的。他马上找出
邹长康的电话，但无论如何打不
通。原来电话少了一位数。我们
又在街坊熟人中七找八找，总算
找到邹长康的全号。终于，在打
了 无 数 次 电 话 后 ， 电 话 接 通
了 。 原 来 ， 邹 长 康 已 外 出 多
年 。 他 说 ， 他 有 个 烈 士 伯 父 叫
邹 泽 沛 。 他 是 烈 士 邹 泽 沛 弟 弟
邹泽锡的儿子。

下午，我们在重庆城区与邹
长康见了面。他抱来一堆资料，
包括已发黄的 《革命牺牲工作人
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等等。

再后来，我们与中国科协退
休的罗女士取得联系。她母亲当
年曾与邹泽沛是一个团支部的。
在她帮助下，我们查阅了上海市
档案馆等提供的资料。一个血肉
丰满的英雄人物，展现在我们眼
前……

少年邹泽沛

1913 年，邹泽沛出生在四川
省江津县 （今重庆市江津区） 龙
门场沱湾街 144 号 （“复旦英烈
墙 ” 上 邹 泽 沛 出 生 于 1916 年 有
误）。父亲邹德铭和母亲王氏在这
里经营一家专营白酒和榨油的商
号 。 三 年 后 ， 王 氏 生 弟 弟 邹 泽
锡，这就是现在邹长康的父亲。

邹泽沛 7 岁时父亲就将他送
镇上的小学读书。1927 年秋，14
岁的邹泽沛考入江津中学。在学
校 中 ， 邹 泽 沛 积 极 开 展 学 生 运
动，每次集会和游行，他都带头
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
义”等口号，他能将进步老师的
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

毕 业 这 年 发 生 的 “ 篮 球 事
件”将他推到风口浪尖。这年，
邹泽沛给老家龙门场小学校长黎
昌辉写信，说要带八九个中学生
回来与小学老师开展篮球比赛。
校 长 满 口 答 应 并 表 示 欢 迎 。 这

天 ， 邹 泽 沛 带 着 同 学 回 到 龙 门
场 ， 他 先 到 自 家 吃 饭 后 赶 到 小
学，但校门紧闭，不见人影。一
问才知是校长听人说邹泽沛在江
津中学是个“领头闹事”的“涉
红”分子，于是不打一声招呼就
拒绝球赛并关闭校门。邹泽沛犹
受奇耻大辱，领头挥拳砸了校门
和窗户，并抓起桌上的纸笔，写
下 “ 打 倒 言 行 不 一 的 校 长 黎 昌
辉”等标语满街撒发。这下可惹
了祸，学校一纸公文将邹泽沛告
到县政府。

转学复旦大学

邹家的生意越来越难做。父
亲卧病在床，整天咳嗽。商号的
事全由邹泽锡学着打点。父亲多
次将邹泽沛叫到病床前，告诫他
不要在外“惹是生非”，好好在家
学 做 生 意 。 但 邹 泽 沛 哪 里 听 得
进。他对家人说想到成都读书，
父亲不同意。邹泽沛只好求助于
学掌家业的邹泽锡。

邹泽沛在邹泽锡支持下先到
成都。1934 年，他又突然来到上
海，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入学
后不久就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教
联”，接着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
地学习，一边积极参加学潮，策
动学生运动。

邹泽沛接到上级指示，要他
到同济大学组建团组织。他立即
来到同济大学，与同济大学的李
欣、陈平及唐英之 3 位团员接上
关系。不久，同济大学团支部正
式成立。这一年，邹泽沛给老家
寄 来 一 封 信 和 照 片 。 信 中 话 不
多 ， 只 说 他 在 复 旦 读 书 ， 很 认
真，也很辛苦。一张照片是身穿
漂亮的白色学生装，手扶着一辆
自行车，脚穿皮鞋，很洋气。他
的目的是想告诉家人，他在上海
很好，请家人放心。其实，外地
早有消息传回老家，说他在上海
根本没有读书，而且参加了“乱
党 ” 组 织 。 父 亲 邹 德 铭 痛 心 疾
首，病情加重。

走上职业革命之路

不久，邹泽沛被调往江苏省
团 委 ， 并 任 上 海 沪 西 区 团 委 书
记，不久又被任命为沪西区委组
织部长。由于他出色的演讲口才
和宣传鼓动能力，1936 年 1 月，
他又被任命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宣
传部长。

他非常关心上海各大学团组
织的工作，常去参加支部活动，
帮助制定发展组织计划。当时，
同事李欣曾向往去红军大学在革
命根据地公开地从事革命工作，
他觉得白区的地下革命斗争总是
隐隐蔽蔽，虽有一腔热情，但不
能大显身手。邹泽沛了解到李欣
的想法后找他促膝谈心：白区工
作屡遭破坏，你若走了，谁来坚
持白区工作？在他的劝说下，李
欣打消了去红军大学的念头。

一次，邹泽沛通知同济大学
团组织负责人李欣前来领取宣传
革命的印刷品。这是一项保密工
作，邹泽沛嘱咐李欣先去买一些
日用品，然后利用日用品包装盒
来装宣传品。李欣按此方法领取
了宣传品，在返回的路上，不想
遭到敌人搜查。正是这些日用品
包 装 盒 ， 将 宣 传 品 进 行 了 再 包
装，敌人掀开背包看了看，觉得
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就放
了行。李欣圆满完成了任务，暗
自思忖：好险呀，幸好听了邹泽
沛的话。

1936 年 4 月 1 日晚，这是一个
漆黑的深夜，共青团江苏省委遭
到破坏，邹泽沛不幸在公共租界
被捕。

监狱中斗争

与邹泽沛同住的共青团江苏
省委代理书记许亚也同时被捕。
他俩被一同收押在新闸捕房里。
其实，当局并不了解他们真实具
体的身份，同时也为了抢功，就
没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警察署，
而直接由捕房向公共租界的法院
起诉。在审讯中，邹泽沛镇静自
若，对答如流，当局找不到一点
破绽。捕房只能根据抄获的一些
证据，宣判他们是共产党重要分
子，煽动工人、市民阴谋推翻租
界统治，最后以“危害民国罪”
判处八年徒刑。宣判后，邹泽沛
等人被监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在狱中，邹泽沛化名为李文
新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并且在
政治犯中加强教育和理论学习，
提高思想觉悟，坚定革命意志。
他们在狱中成立了“同难社”，创
办 《同难生活》 杂志，筹建狱中
团支部，同敌人展开斗争。

狱方很害怕政治犯进行政治
活动，他们规定除了 《圣经》 等
宗教书籍以外，其他内容的书都
不准阅读更不准犯人亲属送入。

“同难社”便向狱方提出准许亲属
扩大送书范围，准许用被捕时身
上 的 存 款 买 书 的 要 求 。 经 过 许
亚、邹泽沛等若干次斗争，特别
是与当局进行辩论，狱方终于同
意他们的“读书要求”。这些政治
犯 的 家 属 一 开 始 以 送 《三 国 演
义》 等书作试探，然后就有计划
地 送 哲 学 、 经 济 学 等 书 籍 。 这
样，十多种进步书籍，陆续被送
入牢中，甚至还夹带了 《论持久
战》 单行本等。这些书在政治犯
中秘密传阅，有的狱友风趣地把
监狱称为“香港大学”。

邹泽沛是个天生的辩才，能
言 善 语 ， 口 锋 凌 厉 。 无 论 是 对

“政治犯”的教育或是面对监狱当
局的斗争，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
务。在每次放风中，他总是找人
谈话，他道理讲得深刻，但通俗
易懂，大家很喜欢听他讲解，称
他为“理论家”。在他帮助下，狱
中 许 多 同 志 接 受 了 马 列 主 义 教
育，出狱后又立即投入到抗日战
争的烽火和激烈的革命斗争中。

血染提篮桥监狱

狱中的邹泽沛曾给江津同乡
同学黄宇齐写了一封信，说他在
上 海 的 “ 生 意 ” 蚀 了 本 ， 很 困
难，这实际上是暗示他已被捕。
1939 年初冬，老家龙门场沱湾街
二弟邹泽锡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提
篮桥监狱的信。信中称邹泽锡为

“表弟”，写信人自称为“表兄李

文新”，信中说他正在狱中。邹泽
锡一看便知是大哥邹泽沛笔迹，
此证实了黄宇齐早前暗中传来的
信息。邹家人忍着悲伤，寄钱到
监 狱 。 父 亲 得 此 消 息 ， 捶 胸 顿
足，三天后溘然而逝，时年53岁。

邹泽沛并不知道父亲离世。他
在狱中坚持着斗争。他的身体本来
就瘦弱，加上营养不良，忘我工
作，特别是狱方在政治上的折磨，
使他不幸患上严重的肺病。但他在
斗争中越来越坚强，敌人发现他是
一个难以对付的“头头”，对他的
折磨和拷问就越来越狠毒，总使出
各种伎俩折磨他。

邹泽沛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他向狱方提出购药，狱方根本不
予批准。他整天咳嗽不止，有时
咳出血块。1941 年 7 月的一个深
夜，年仅 28 岁的邹泽沛在狱中牺
牲，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而
又宝贵的生命。

……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时任湖

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的黄宇齐曾回
江津，向当地介绍邹泽沛在狱中
斗争的英勇事迹。此后，江津县
和龙门乡两级党政负责人亲手将

《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
证》 送到了龙门场沱湾街 144 号
邹家。

几十年过去了，由于当时知
情人太少，加上建制调整，邹家
人迁出等，革命英烈邹泽沛的事
迹几乎被人忘却。我们家乡人真
不该忘记这位英烈啊！

人文荟萃四面山人文荟萃四面山

革命英烈邹泽沛的事迹

邹家人珍藏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