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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住久了，心中难免生出闭塞

隔绝的架空感，于是越来越渴望亲近大自

然了。

年前搬了家，住进新小区。院子里楼

间距宽，绿树多，槐树、合欢、女贞、丁香和
紫薇，高低错落，环绕四周。树下种着萱

草、薄荷、艾草、石菖蒲、木槿等。春天，鲜
花次第开放，满庭芬芳。

最美好的是，小区中央还修了一个大

池塘。物业工人在池塘里放满水，每天清
晨和黄昏，池塘里传来久违的蛙鸣声，“咕

——呱——咕——呱——”稀稀落落，熟

悉而亲切。
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白天车水马龙，

夜晚灯光璀璨，日子里充斥着太多的喧嚣

和纷扰，总渴望在大自然中，让心情静下

来。每天劳累一天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

休息，听到窗外传来的蛙鸣声，心里便获

得无限的慰藉和快乐。
我以为，一个宜居的环境，除了要有

水声、风声，蝉鸣、鸟鸣、蛙鸣应是住所的

主旋律。夏季的蝉鸣，似乎太单调，有时

因为单调竟忽略了蝉鸣的存在，充耳不

闻，任其清风半夜自鸣。有时也有几只鸟
飞来，栖落在池塘边的小树林，鸣叫几声，

展翅飞走了。只有当蛙声相伴，充盈耳畔
时，院子里色彩和声音才显得协调，氛围
也瞬间温暖而亲和，呈现出大自然的慈悲
和力量。

我想，小区物业管理人员一定内心丰
富，美学修养深厚，懂生活、懂世界、懂心

理，尤其懂得现代都市人的心路历程和喜

怒哀乐，所以才有这声色饱满、动静相宜

的人居环境。住在这样的院子里，真是一

种幸运！

蛙鸣悠扬，在朝霞和暮色中，像一首
动听的曲子，没有喧嚣嘈杂感，只会把人

引入一个纯净的境界，引入童年蛙声相伴
的美好岁月里。

小时候村子北边有一大片荷塘，荷塘

四周长满高大的树。夏季，绿树成荫，荷
叶铺满水面，荷花盛开，树上众多的蝉，鸣

叫不止，此起彼伏，到了夜晚，只有阵阵蛙

鸣才能传到村庄里来，尤其雨后，蛙鸣更
显欢快明亮，人们坐在自家院里或在路口
街边乘凉，这蛙鸣伴着人们的聊天声，悠

扬而不聒噪，亲切而不打扰，一直到夜深

人静，鼾声四起。

那时，整个夏天，村庄都沉浸在蛙鸣

声里，这美妙的声音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背景音乐，是夜晚的催眠曲。儿时的日
子虽平平淡淡，内心却无忧无虑。直到后

来，搬离了村庄，移居城市，蛙鸣声伴随着

童年渐行渐远。

如今，小区池塘里荷叶已铺满水面，
蛙鸣声又响起，“咕——呱——咕——呱

——”这情景似曾相识，重拾记忆，流年似
水，顿觉这是一种赐福，虽然已不是儿时
的村庄，但终归是一种补偿。

夜晚，一天的劳累之后，静静地躺在

床上，闭目养神，伴着几声蛙鸣，进入
梦乡。

蛙鸣可亲
韩萍

从大观原点出发，时钟滴答滴答

沿途的雷劈石、土碉楼并不羞涩

连风雨也来偷偷赶路

风雨廊桥在太平场集镇的那头
静静地等待过往的游客

伫立在廊桥入口处
脚步不自觉地放慢

昔日里那声声作响的吆喝
那商贾云集的日子
同桥下的流水

诉说曾经的繁华

移步换景，眼前是建于清代末年的五星园
破旧的瓦片下，彩绘的门扇隔窗依旧精致

那株倔强的鼠尾草

摇摆在地缝中。生生不息

一代代见证历史的沧桑

沿途的蔷薇

水珠里的侧颜
温婉

墙壁上的攀爬

勇敢

院子内的绽放
内敛

那别有意境的蔷薇

对着镜头

咔嚓。为你停留的时光

连呼吸都是芳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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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阑珊时，立夏款款
来。当春天随着飞逝的时间

渐行渐远时，夏天的身影便
在人们的忙忙碌碌中悄然而

至。

立夏是农历二十四节气

中的第 7 个节气，“斗指东
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

大，故名立夏也。”它的到来，
意味着孟夏时节的正式开

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

说：“立，建始也，夏，假也，物
至此时皆假大也。”这里的

“假”，即“大”的意思，是说春
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

了。古人根据对大自然的观

察，将“立夏”分为三候：“一
候蝼蝈鸣，二候蚯蚓出，三候

王瓜生。”意思是说立夏时节
首先可听到蝼蛄在田间鸣
叫，接着可以看到蚯蚓掘土，

然后王瓜的蔓藤开始快速攀

爬生长，描述的就是孟夏之

初的物候景象。
立夏时节，清风拂面，阳

光也分外明媚，春天孕育的
能量尽情舒展，万物开始疯

长，连庭院里的绿色都耐不

住寂寞向外蔓延，沿着小路
一直伸展到沟壑溪畔。即便

是在璀璨星空之下，田野里
的庄稼拔节生长的声音依然
此起彼伏，和着鸟语虫鸣，合

成了一曲曲美妙动听的自然

乐章。村头清澈的小河里，

水面漂着玲珑的浮萍，几只
蜻蜓穿梭在碧绿的荷叶间。“四时天气促相催，
一夜熏风带暑来。陇亩日长蒸翠麦，园林雨过

熟黄梅。”宋代诗人赵友直的这首《立夏》则生动
地描述了立夏时的景象：骄阳下的田野里，翠绿
的麦穗已开始微微泛黄；新雨过后的园林中，诱
人的黄梅透出阵阵芳香。杨万里的《初夏》诗

云：“麦黄秧碧百家衣，已热犹寒四月时。雨后

觅春无一寸，蔷薇花发酽胭脂。”惟妙惟肖地展

现了初夏时的旖旎风光和盎然诗意的画面。初
夏大地，“麦黄秧碧”斑驳多色，如穿“百家衣”，
虽不是春天，但蔷薇花却开得正艳。

立夏意味着炎炎夏日的开始，大好的明媚
春光过去了，与春天依依惜别，也成为古代文人
吟诗作赋的一个主题。宋代诗人项安世的《立

夏日南风大作》：“满城杨柳绿依依，背著春风自

在飞。却是杨花有才思，一时收拾伴春归。”通

过对立夏场景的描述，表达了送别春天的离愁
别绪。刘禹锡的《初夏曲》也是形象地表达了初

夏惜春的情感：“时节过繁华，阴阴千万家。巢
禽命子戏，园果坠枝斜。寂寞孤飞蝶，窥丛觅晚

花。”春天的繁花已谢，花朵变成果实坠于枝头，
有几只蝴蝶还在花丛中流连，似在寻觅春天，殊

不知已是夏天的开始。

过了立夏，勤劳的农民们就更加忙碌了。
农谚有云：“春争日，夏争时”。这是说，农事安

排春光宝贵，夏时如金。经历了一整个春天的
蛰伏和孕育，万物在夏日的召唤下，纷纷开始崭

露头角，汲取养料。明人《遵生八笺》一书中写

有：“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此时夏收
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扬花灌浆，油菜接近

成熟，夏收作物年景基本定局，故农谚有“立夏
看夏”之说。因此，田野里便出现了“田家少闲
月，五月人倍忙”的繁忙景象。正如宋代范成大

在《村居即事》诗中所云：“绿遍山原白满川，子
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采了蚕桑又

插田。”人们知道，只有把握农时，辛勤耕耘，才
能收获满满。

人间四月芳菲尽，五月槐花始盛开。立夏

时节，那一簇簇、一串串如雪般悬挂在枝头的洋

槐花，瞬间让味蕾的记忆变得鲜活起来了。记
得孩提时走在洋槐树底下，一阵阵扑鼻的清香

让我总会忍不住驻足片刻，摘一串放在手心里，
含在嘴里嘬一小口，甜丝丝的。大人们有时忙
里偷闲采摘一些洋槐花，把它掺进面粉里烙成
槐花饼。焦黄的槐花饼里夹杂着嫩嫩的花瓣，
咬上一口，面香味和洋槐花的幽香交融在一起，
至今想来还是回味无穷。但离开家乡后，再也
没有品尝到那天然的美味。

一朝春夏改，隔夜鸟花迁。立夏，它开启了
一个充满活力的季节，不仅承载着人们对未来

的希望和梦想，还见证着生机勃发的成长、生动
诠释着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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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岩城功绩大
重庆龙岩城，又名龙崖

城、马脑城，位于重庆市南

川区金佛山之马嘴山，海拔

约 1784米。龙岩城所在马
嘴山，山势雄奇，山的前侧

一巨石耸立，状若马耳，极
为壮观。

据《明史·地理志》记
载，马嘴山原名“马颈关”，

扼川黔咽喉，山高路险，四
周悬崖绝壁，惟马颈关处有

一独径通向城门，有“一将
守关，万人莫敌”之势，历来

为兵家所必争，被誉为“南

方第一屏障”。

现存龙岩城遗址东西
宽 1500米，南北长 2500米，

总面积约 3.75 平方千米。
龙岩城面积并不大，跟合川

钓鱼城面积相近——钓鱼
城整个山顶东西长 1596米，南北
宽960米，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

功劳却不小，与钓鱼城声名相同，

被誉为抗蒙姊妹城。

2.名称应该统一
龙岩城的名称至今没有统一，

人们用其名一直犹豫不决，

龙岩城与钓鱼城，让“上帝之
鞭”就此折断，抗蒙保卫的不屈精
神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闪耀着中
华民族的光辉。

徘徊不
定。就连2022年的一次全球征文

比赛，也都搞了一次折中，用了“龙

岩（崖）城遗址史料记载和原创文
学作品征集启事”的标题，没有坚

定地使用“龙岩城”。

中国人向来或依形或取义或
载愿以取名，譬如状如马脑取名马

脑城，形如龙头取名龙岩城，以龙

之义取名龙岩山，以“兴隆”之愿命

名乡村，皆是如此。全国各地地名
相同者多如牛毛。

但是，南川的龙岩城称马脑

城、龙崖城就有点儿欠妥。正式公

文或者外宣文稿等等反复轮回使

用“马脑城”“龙崖城”“龙岩城”，有
人就误以为是三个城。这不利于

龙岩城的宣传、申遗、开发、保护与

利用。

不论何种历史原因造成这一
名称混用至今，今后都应该统一规

范使用。

3.龙岩城在金佛山
有人说，龙岩城必在龙岩山上，

而金佛山不是龙岩山，马嘴山也不

是龙岩山，龙岩山在贵州省遵义市
的播州区，所以马脑城不叫龙岩城，
龙岩城应该叫龙崖城。其实，这都
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准确的。

龙岩山并不是播州独有。百
度词典网，对“龙岩山”的介绍是：

①在今福建龙岩市东。明《八

闽通志》卷8《地理·山川》：龙岩山
“在屏峰山下，有小石山突起，中有
石穴容百许人。石壁上有纹状若
双龙，常有泉滴，故名”。

②在今河南新密市西北。《方舆
纪要》卷47密县：龙岩山“在县西北
二十五里。起伏连绵，其势如龙”。

③在今湖南常德市北九十里。
《明一统志》卷64常德府：龙岩山“中
有石桥，崖壁嵌空，石乳如筍”。

④在今广西贵港市东六十
里。《方舆纪要》卷 108贵县：龙岩

山“上有七岩，一岩最大，有四门，

虚明爽垲”。

⑤在今贵州遵义市北。《明一
统志》卷 72播州宣慰司：龙岩山

“在宣慰司（今遵义市）北四十里。
怪石巉岩”。

⑥一名龙洞山。又名狼洞。

在今贵州黄平县北一里。《方舆纪

要》卷121兴隆卫：龙岩山“石势崭
岩，水色深碧，相传龙居其中，时出

云雨。明初卫名兴龙以此”。
龙岩山如此之多，有的龙岩山

上并没有龙岩城。龙岩城构筑在

金佛山上，那是历史的一个必然，
并不一定要长在龙岩山上。

4.请叫我龙岩城
一山一水一城，人们总想观其

形而命其名。久而久之，虽然平头
百姓早有发现，但命名却不能名正
言顺，所以会找官员、文人、名家命

其名，这种文化心理，古今一脉。
而对龙岩城，古往今来，没有统称，

大概是没有为其正名。

笔者认为，取形取义，称马脑
城为龙岩城是恰如其分的。今后

应该统称龙岩城。

任何一处山川都没有沉睡，金
佛山也是如此，金佛山龙岩城更是

如此。龙岩城的骨气、无畏、不屈，
充分体现着龙的精神。

百度汉语、百度百科对“龙”字
的释义是：龙，中国古代神话中的
神异动物，马首蛇尾，长似蛇，有鳞

爪，为鳞虫之长，是中华民族的象
征之一。相传龙擅变化，能幽能

明，能巨能细，会飞天潜水，会呼风

唤雨，与凤凰、麒麟等并列为祥
瑞。龙的引申含义包括吉祥、喜

庆、团结、进取、不屈、腾飞。
并且“岩”与“崖”的字义完全

有别。岩，汉语常用字，本义为山

高；引申为险要。“岩”释义：1.高峻
的山崖。2.构成地壳的石头：岩
石。3.险要，险峻。4.山洞。“崖”

释义：山石或高地的陡立的侧面。
1.高山的边缘。2.边际。

就字义而言，宁用“岩”字，不

用“崖”字。前面再加上一个“龙”
字，“龙岩”的意义就更不一般了。

龙岩是什么岩？龙岩自然不
是熔岩、沙岩、巉岩、基岩、石灰岩、
沉积岩（水成岩），其硬度自然高于

质地坚硬的花岗岩。
龙岩不是一般的岩，是刚毅之

岩，龙岩城就不是一般的城，是不

败之城。

《周礼》记载：八尺以上的马称
为龙。《山海经》记载：马实龙精。

龙成了精就是马。《西游记》中的白
龙马，原本就是一条龙。因此，马
脑状如龙头，称马脑城为龙岩城，

也就顺理成章了。

远看金佛山龙岩城，状如龙抬
头，一飞冲天，飞龙在天，恒呈生发

之象，震慑百虫，保证庄稼免遭虫
害，顺时而长；行云布雨，保证民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而取其龙义，龙岩在我心中，
是岩中翘楚，居岩中之首，是最好
的岩。

笔者个人认为，世界上最好的
马是龙马，世界上最硬的岩是龙
岩。龙岩是坚硬的，而生命与精神
比龙岩更坚硬。

如果龙岩城下的岩石不够坚
硬，那马嘴山也不会异峰独起，高

耸入云，也不会在成千上万年的风

吹雨打中屹立不倒，坚不可摧！
5.不屈精神获殊荣
南宋时期，为抵御蒙军铁骑，宋

宝祐乙卯年（1255年）颁旨，在金佛
山东面马嘴山构筑龙岩城，与合川

钓鱼城、泸州神臂城共同构筑军事
防线。龙岩城关系南宋王朝的存

亡，由皇帝亲自下令兴建，是南宋朝
廷工程，是南宋抗蒙的国家战略。

历史上，南宋在四川的抗蒙防

线，采取依山制骑、恃险拒守、以点
控面的方略，各城相互声援，构

筑了 48城互为犄角的防御体系，
抵御了蒙军直逼都城临安的南
下攻势，延长了南宋王朝的统

治，对世界文明进程也产生深远
影响。而南川金佛山龙岩城，为

其中的一个重要城池，是南方的最
后一道屏障。

公元 1259年 1月、2月，蒙军

名将纽璘及麾下大将完颜石柱多

次率众攻打龙岩城，所向披靡的蒙
军遭到顽强抵抗，久攻之下，宋军据
险阻击，无一人畏惧投降，连连用檑

木、滚石、长矛、火蒺藜击退蒙军。

据龙岩城碑记载：“二月，再寇，斩虏
使，焚伪书，诸将争击，贼败而退，献
俘授馘，功不一书。”蒙军两个月的

围困以失败告终，宋军则创造了一
个奇迹。由于宋军将士守城有功，

“梱台以全城却敌，闻之公朝，上恩

叠颁，宰、揆、枢、宣钧翰踵
至，咸谓兴筑以来所创见

也。”遂称龙岩城为“邑中
第一要隘”。

当地流传民谣：“龙

岩城上锣鼓响，蒙军气得
要发狂。同仇敌忾传捷

报，功绩堪比钓鱼城。”
1259年 2月，蒙哥汗

下达进攻命令，正式打响

钓鱼城大战。双方激战
至 4月初，合州连降暴雨

20天，蒙古军被迫暂停进
攻。宋理宗下诏嘉奖钓

鱼城军民，赞扬王坚“婴

城固守、百战弥坚，节义
为全蜀山城之冠”。

南川龙岩城在当年

与合川钓鱼城遥相呼应，
形成掎角之势，让蒙军吃
尽苦头。上恩叠颁、下诏

嘉奖，抗蒙姊妹城龙岩城和钓鱼城
同获殊荣。

宋军威武不屈，在龙岩城守城

有功，火蒺藜也功不可没。火蒺藜

的原材料硝石来自世界上最大的

地下采硝工场——金佛山金佛洞、
古佛洞。最大地下采硝工场所构

成的一个千古神迹至今待解。
6.威武不屈照千秋
龙岩城山势宛若奔马引领昂

首对天长啸，不是冰冷的遗迹，而
是活着的历史。而今，龙岩城墙下
的喧嚣充满着人间的烟火气。又
见龙岩城，书写的是盛世繁华，生

动的是今日人间。

历史深处的英雄以自己的坚
守，让江山牢固，也让龙岩城遗址成
为一盏文化的灯火。文化遗产承载

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
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
源。南川正在积极准备申报龙岩城
为文化遗产，积极推进文化遗产的

保护传承，挖掘文化遗产的多重价

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国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站在龙岩城上眺望，看龙岩云

瀑蓄积磅礴的力量，看龙岩晨曦透

出梦想的光芒，看龙岩天空映照不

屈的信仰，历史的、现在的、未来的
每个英勇身躯站在云海间绽放生

命的骄傲辉煌。

梦想，是一种亘古不灭的洪荒

之力；信仰，是一种难以估量的力量
源泉。屈身必受制，屈志必违仁。

向着太阳，想着龙岩城的不屈精神，

自然而然，就坚定了梦想与信仰，就
哼起了“生命里骄傲辉煌”。

唯信守不屈精神，梦想与信仰
才不会被辜负！因此今后，请记住

龙岩城的不屈精神，并请统一叫我
龙岩城。小名，别字，土名，曾用

名，最好不用。
因为命名是一个有智慧含量的

技术活儿。不论官方过去用过什么

名，也不论民间现在流行什么名，名

称一旦充分论证确定之后，就不应
该轻易改动，不因时间流逝而随意
更名，也不因为领导变化而启用新
名，以免造成误用或者混乱。

准确理解、牢记和使用一个名
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

名称一旦确定之后，就应该锁定和
宣传，并坚持统一规范使用，以提
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

请叫我龙岩城
刘先畅

假日，去太空旅行
三泉镇中心校 李益菲

龙岩城风光 汪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