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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镇

长江奔流至此，为石梁所阻成滩，
传说蜀王命工凿石梁如门，江水从
门流过，得名龙门滩。据说，
原龙门境内过去有一个很有名
气的“龙华寺”，因而 2001
年 5 月 8 日，龙门滩镇正式
更名为“龙华镇”，并沿
用至今。

会龙庄

会 龙 庄 有
“ 西 南 第 一 庄 ”
“ 深 山 紫 禁 城 ”
之美誉。登上会龙庄西
南面的制高点，可以望见重庆
与贵州交界。云贵走向巴渝的山脉，
从这里进入重庆被称为“娄山余脉”，娄山余
脉分为三列，逶迤而来，宛若硕大的行草“川”
字。而会龙庄就位于“川”字中间一笔的末端，山
脉从古就被称为“龙”，三条“巨龙”在这里相
会，坐落于此的这座大庄园，便叫“会龙庄”。

石龙门庄园

石龙门庄园始建于清雍正时期，位于塘河镇石
龙门村，是江津规模最大的庄园，也是重庆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因门前一块条石形态似龙而得名。庄
园建筑面积 13200 平方米，由 64 根石柱和 30 多根大
圆木柱擎起，有 9 道中门、9 道关、520 余间房，设

计极为巧妙，犹如
“八卦迷宫”。

龙潭湖

四面山有句谚语：鳝大成蛇，蛇
大成蛟，蛟大成龙，龙可成仙。传说有一天，
飞 龙 钻 出 水 面 ， 先 在 潭 水中嬉戏一会，就很快

“唰”地一响，变成一缕青烟飘飞而去。此后，这片
湖泊从不干涸，永盈永溢，造福山民。人们为了纪
念飞龙，将这清澈透明、松竹环绕的湖泊取名为

“龙潭”，又名“龙潭湖”。

卧龙沟

卧龙沟深藏在龙潭湖西岸中段，夹峙着两岸
绝壁巉岩，沟内藤蔓悬垂，充满原始野趣。卧

龙沟共有四条“龙”，由中国著名书法家、江津人
周浩然先生之弟、石刻工艺师周武先生根据卧龙沟
的传说和崖石的自然形态雕刻而成。沟口岩壁上银
勾般的“卧龙沟”三个大字，即为周浩然先生所书。

飞龙庙

飞龙庙位于江津四面山景区，始建于明末清
初，历来是渝川黔附近区县香火鼎盛之处。飞龙庙

坐落的山体形似飞龙，寺庙的大雄宝殿位于龙头之
前，寺庙两侧各有一水系汇合在寺庙之前形成一条
河，自古称之“飞龙河”，这里也是飞龙河的源头。

飞龙蛋

每个来到四面山的游客都会在进山大门前的广
场上看到一尊红色的蛋形巨石，其高度可达 15 米。
这就是山民口中所说的四面山飞龙巨蛋，传说为飞
龙所孵化，它被称为镇山之宝。巨蛋的颜色红得有
一些凝重，由此山门进山的旅客都会多看它几眼，
并与之合影留念。

龙登山

龙登山位于綦河下游，江津区东部，贾嗣镇南
部。传说宋太祖赵匡胤登临过此山，明太祖朱元璋
皇帝也曾来此避难，因皇帝称龙，龙登山故而得
名。因此山是座吉地山，传说朱元璋曾提笔写了 5
个字“吉地落龙山”。

除了“龙”地名，江津还有许多与“龙”有关
的民俗文化，如被列入重庆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白沙闹元宵习俗，其中的舞龙
表演是看点之一；白沙风筝制作技艺，是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独特的龙风筝成为“会飞
的艺术”；江津“小彩龙舞”堪称重庆渝西地区民
间小彩龙的典型代表，于 2011 年被列为重庆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称“舞小龙”，是活跃
在节庆活动中的传统民间舞蹈。

一身灰白的羽毛，黑色的尾巴，细长的腿和尖尖的嘴，尽
显典雅高贵。

前不久，一只远道而来的“高原仙子”——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黑颈鹤空降塘河镇硐寨村水井湾。这只黑颈鹤的
到来，让水井湾格外热闹，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的光顾。

被称为“鸟类大熊猫”的黑颈鹤是鹤形目鹤科鹤属一种大
型涉禽，体长约 120 厘米，在鹤类中属中等体型，有着喙长、
颈长、腿长和身高等特征。黑颈鹤主要在中国西藏、青海、甘
肃和四川进行繁殖，越冬于西藏、贵州、云南，国外分布于不
丹、印度，栖息于海拔 2500 米至 5000 米的高原沼泽地、湖泊
及河滩等湿地环境。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
鹤。目前，全世界只有1万多只，是CITES 近危 （NT） 物种。

近几天虽然天气不算特别好，但黑颈鹤一会儿在水面湿地
低头觅食，一会儿展翅高空飞翔，给湿地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许多拍鸟人士纷纷用手中相机记录下它们优美的舞姿。

自 2017 年重庆首次发现黑颈鹤以来，这是第二次记录到这
种珍稀鸟类在津活动。

“随着塘河沿岸生态环境日趋良好，来此停留过冬的候鸟
也日趋增多。”区林业局相关人员说。近年来，塘河镇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紧围绕生态资源保护主
线，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大力实施国土绿化提升项目 1.42 万
亩，国土绿化面积得到进一步提升，森林覆盖率达 56.69%，全
镇自然生态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为各类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
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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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是中国人的
精神图腾，是传承
数千年的瑞兽，以

“龙”字命名的地
名 遍 布 大 江 南北。
江津以“龙”命名
的地名，除了大家
耳 熟 能 详 的 龙 华
镇、会龙庄、龙潭
湖、卧龙沟、飞龙
庙等地名外，各种

“龙”字地名遍布
全区：有因形状像
龙嘴仰天长啸的龙
峰山，也有因水势
如巨龙穿门而过的
龙华镇长江之龙门
滩等等。

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重要象征，
龙代表着权威、力
量 和 吉 祥 ， 这 些

“龙”字命名的地
名背后寓意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和向往。日前，重
庆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重庆市地理信
息和遥感应用中心
为大家推出 《重庆
地名文化地图之龙
字篇》，江津区的
龙华镇也在其中。
喜迎龙年，今天，
我们一起来数数江
津 地 名 中 的 “ 龙”
元素。

“鸟类大熊猫”黑颈鹤空降塘河
记者 黄昌怀 通讯员 彭林羲

①②空降塘河镇的黑颈鹤
通讯员 袁兴海 摄

③区林业局工作人员为黑颈鹤采集影像资料
区林业局提供

①①

②②

③③

会龙庄 记者 贺奎 摄

龙华镇（资料图）

龙潭湖 通讯员 黄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