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5月31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黄艳玲 编辑：周林红 版式：尹晓玲 校对：蔡琼华 本报热线：3307122 电子邮箱：gyrbhyl@126.com
GUANGYUAN DAILY

A3翠云廊

本报记者 傅尹 涂媛媛 常力文 文/图

提起剑阁县金仙镇，那一口特别
的地方话，广元人无人不晓。更不同
的是，这里的传说和深藏着的历史文
化，透发出一个个疑问，让人想追根
究底，一探究竟。

“白金话”有没有巴人文化的基因？
外地人到剑阁白龙镇、金仙镇一

带，很难听懂这里土著人的话，往往
把这些土著人当成广东客，以为他们
讲的是粤语。而广东人到这里，同样
听不懂这里人说的话，又把这里的人
当成了陕西客。就是周边 30多个乡
镇的人也很难听懂这里人的土话。
讲这种土话的人，集中居住在该县白
龙、金仙片区的 10多个乡镇，约占全
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当地人将这种土
话称为“白金话”。

白金话的“土”，更多的是体现在
方音上。从语音学的角度去看，发现
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白金话”里居
然保留着很多古音和古调，有些甚至
还是先秦的古音！例如：表述时间的
方言：“那早夫儿”（开头、刚才）、“往
年家”（往年）；表述事物的方言：“拐
拐”（鸟）、“隔蚤子”（跳蚤）、“踏儿”
（地方）、“打冷子”（下冰雹）、“双身”
（怀孕）；表示问候的方言：“吃晌午没
有？”（吃午饭没有）、“你在爪子？”（在
做 什 么）；“ 说 ”读 成“shuai（近 似

‘帅’）”，“吃”读成“che（近似‘撤’）”，
“哥哥”读成“gou gou（近似‘勾勾’）”，
“沟”读成“jiu（近似‘鸠’）”等等，都明
显是在古音的基础上略有变化，绝大
多数都很难用汉语拼音描述出来。
外地人听这些方言，像是在听天书，
简直是有点怪腔怪调，抑扬顿挫，拖
腔拖调，听起来很像是在念戏剧台
词。

那么白金话是怎样形成的呢？
据当地民俗文化专家研究，主要是移
民因素。据新编《剑阁县县志》记载，
早在新石器时代剑阁即有人类居住，
秦灭蜀侯，向蜀“移秦民万家实之”，

“元康年（298）八年，李特率秦陇流民
入蜀，经剑门等地，部分流民留居在

境。东晋至南北朝，武都、南安郡县
建立，除土著居民外，有从陕西、甘肃
等地移民来境落业，土著人同中原移
民逐渐融合同化，成为剑阁人口的主
要来源。”按照与陕西方言接近的情
况分析，白龙金仙一带大多数居民应
属于陕西一带的移民。

还有一说，这里的土著人是巴人
的后裔。金仙许多当地人认为自己
的祖先应该是賨人。賨人属于巴人
的一支，存在于春秋战国之前，主要
生活地区在今达州渠县一带。据当
地人考证，金仙之西河流域东至阆
中、渠县为賨人居住区域。据《华阳
国志》载：“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
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所以
剑南所居賨人皆奉道教，有病丧之
事，就请道士作法。能佐证的是，金
仙有一寺，叫登仙寺，供奉的就是燃
灯道人。传说燃灯道人在金仙修仙
练道时，曾带领金仙賨人助武王兴周
灭纣。沧海桑田，金仙人今天保留的

“白金话”，应该有賨人语言的延续，
带有巴人文化的基因。

皇后山皇后墓葬的是哪位皇后？
距金仙场镇东两公里地，有剑阁

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后山”。山
顶有一株古线柏，枝若垂柳，杆粗若
磐石，笔直高大，线柏高一丈处还生
长着好似观音菩萨的莲花台的突出
物。它的旁边，就是谜一样的皇后
墓，皇后墓葬的是古代哪位皇后呢？

金仙镇老龄协会秘书长梁方生
对皇后墓的历史有过研究，他介绍
说：“‘皇后山’，是因三国时期张飞之
次女——蜀后主之张皇后葬于此山
而得名。”

238年正月，蜀后主刘禅立敬哀
皇后之妹为张皇后，乃桓侯张飞之次
女，名张兰仙。相传263年，张皇后由
镇殿将军高守仁护驾（关羽心腹大
将、曾护送玉玺入川）回阆中祭家
庙。忽报魏国分三路进攻蜀国，邓艾
偷渡阴平。皇后急动驾回都，行至今
阆中思依场，又有探马报诸葛瞻阵
亡，绵竹失守，皇后气极撕扯衣袍（今
阆中市思依镇之由来）。穿越西充国
县（今阆中木兰乡），在前行中，又闻

后主开城投降。张皇后知道这奇耻
大辱后，在路途中号啕大哭，众人见
此情此景，一同悲痛哭泣。悲愤之
余，再度劝驾而行。皇后愤愧之极，
在轿中以丝带自缢。高守仁将军开
道已过虎头山，得知皇后因蜀亡而自
尽，觉大势已去，引剑而自刎。随从
副将选虎头山这块风水宝地安葬皇
后，后人尊称“皇后山”。葬高守仁镇
殿将军于自刎处，后人称之为“镇殿
垭”。

张皇后葬于皇后山的故事，在金
仙民间，已相传了1700余年。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据《魏书》
载：李雄，十六国时期成汉（成都）的
第一个皇帝，豪强李特之三子。306
年 3月，李雄迎青城山有名气威德的
范长生为丞相。6月，公推李雄即皇
位，国号大成。追尊李特为景皇帝，
庙号始祖，罗氏王太后尊封为皇太
后。在一次抗击反叛坚守城池的战
斗中，罗母披褂戴甲，在与反寇激战
中，被长矛刺伤眼睛，仍然英勇奋战，
鼓舞着全军士气，击潰了反寇。 李雄

母罗皇后不久去世，李雄信巫师之
说，多有忌讳，欲不下葬，经赵肃劝
说，才将罗母移棺葬于今剑阁金仙镇
东虎头山，故名“皇后山”。

燃灯佛为何在金仙得道成仙？
登仙寺位于金仙镇镇北一山顶，

此山千柏环抱，苍翠林阴。山顶有一
天然古龟和一水池。相传双鹤与一
金龟为伴在池中玩耍亲密无间。燃
灯在此点化双鹤，成佛后离寺西去。
其龟思其双鹤常年滞道于庙南道口，
千年久望双鹤回归，但双鹤一去至今
未回。故此寺名为“登仙寺”。

金仙，即金光闪烁之仙，意指燃
灯古佛，传说他为释迦牟尼之前的
佛，地位极尊。燃灯古佛又叫“定光
佛”，属六过去佛之一。因其生时身
边一切光明如灯，故名燃灯，作佛亦
名燃灯。佛教有三世佛：指过去、现
在、未来三世的一切佛，过去佛为燃
灯佛，现在佛是释迦牟尼佛，未来佛
为弥勒佛。燃灯佛预言九十一劫后，
释迦牟尼接班成佛。

传说在武王兴周灭纣时期，燃灯
助姜子牙大破“十绝阵”以前，燃灯道
人曾在剑阁南端 160里、海拔 757米
的山峦修道（即登仙寺）。时有儒童
以五茎莲花供养燃灯，被燃灯授记揭
语：“经九十一劫后的贤劫能识佛法
真谛，即可成佛”，即今世之如来佛。
燃灯破十绝阵后，脱道入佛，成就大
罗金仙之体。燃灯诞生之日为农历8
月22。《大智度论》述：“燃灯降世时身
边一切光明如灯。”成佛后更是金光
灿烂之仙，地位比阐教十二金仙还
高。修炼之地为金仙山。乡民祈祷
金仙赐福而修建寺庙，故名金仙寺。
从燃灯助吕尚兴周灭纣迄今已 3000
余年，3000余年来，这里山因仙名,地
因山显，人文、地域，皆以“金仙”为
名：金仙镇、金仙场、金仙人、金仙口
音。后因燃灯成佛登上仙界之意，更
名“登仙寺”。

登仙寺是燃灯修炼之地，是人们
为纪念燃灯而修建的寺庙。千百年
来，寺庙经多次修复重建。砌筑花
台，栽花养草，设置石桌石凳，清理水
池，添置围栏，拓沙石曲径为百级石
梯，继而修建山门，凉亭庙宇。已建
成巍峨之“大雄宝殿”，今日之登仙
寺，今非昔比。

金仙这些文化之秘，谁来破解？

谁来破解金仙这些文化密码

郭子松

清乡剿匪显政声
民国以后，四川连年兵连祸结，盗

匪案频发，无恶不作，是匪患最重的省
份之一。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靖国
军总司令、督军后，发布《四川靖国各
军卫戍及清乡剿匪区域表》、《四川靖
国各军驻防区域表》。各军就地分防
以当地税款作为军费，控制防区政权，
由此进入了罄竹难书的军阀混战的

“防区制”时代，是巴蜀历史上民众最
痛苦的时期之一。

防区多易其主，地方长官也如走
马灯般更替，仅1918年，剑阁就7次换
知县、征收局长，陷入无政府状态，很
快，县内普安、武连、开封、元山、鹤龄
等地出产了一批臭名昭著的“巨匪”，
糜烂地方。在剑阁、江油、梓潼三县交
界一带，军阀时常在此来回追打，散兵
游勇和地痞串通一气，在大山深处青
林口聚集了大批匪帮，以邓天富为首，
与各地“坐探”勾结，抢劫、绑票。在
1921年春的一天，一股土匪突然袭击
武连场，拉去了张载阳、黄三娘和两个
未婚女青年，张载阳由家人交了“四百
个银元、二十把黄丝”的赎金才换了回
来，其他后来始终去向不明。

再说当时的军阀刘存厚随后在护
法运动中被熊克武打败，退缩在陕南、
川北，进行残暴统治，敲诈商贩，搜刮
民财，仅剑阁税赋就被预征到1987年，
一向行侠仗义的吴庆熙婉拒了刘的北
上任职邀请。1920年 8月，为了阻止
滇军势头，刘、熊再度联手组成靖川
军，发动“靖川战役”。1920年 11月，
吴庆熙任靖川军第二师独立旅旅长兼
右翼副司令，驻防温江文家场。两个
月后滇军败退，靖川军使命刚一结束，
刘、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一决高下，刘
在较量中丧失优势，退出成都撤往陕
西宁羌。1921年 2月，享有社会名望
的吴庆熙任熊克武部十七旅旅长，
1921年 7月，驻防梓潼，兼任梓潼、剑
阁清乡司令。

剑阁人民不堪忍受土匪的侵扰掠
夺，剿匪的请求雪片一样向吴旅部飞
来。在历次革命中已将谋求社会安定

植根于人生信条的吴庆熙，决定把剿
匪作为急务之一。1922年正月，吴庆
熙果断将旅部从梓潼移防武连，不久
就一举查获武连开点心铺的“坐探”陈
德祥，游街问斩，并捣毁武连夏永生匪
巢，民众额手称庆。他把清乡剿匪与
地方施政相连，驻军严禁军人骚扰百
姓，组织宣传应对土匪方法，提高民众
自卫能力，还禁止妇女缠脚，组织戏班
为百姓唱戏，对特别困难群众倾囊相
助，小“棒老二”大有收敛，一时治安明
显好转，时称“与以前的军队大不一
样”。吴庆熙算是川军混战年代为数
不多的侠肝义胆长官。

但开封袍哥兼“坐探”谭义生并没
有把驻军的警告当一回事，仍蠢蠢欲
动，不时制造事端，抢劫拉肥。

谭义生何许人也？谭义生，开封
人，个子不高，鹰鼻鹞眼，曾当军任职
到连长，枪法精准，惯使马刀，后随部
队混战被打散，索性回到繁华的开封
本地当起了浑水型袍哥舵把子，他崇
尚暴力，培植了几十号忠实鹰犬，偶尔
也做一些“善举”，实做“拉肥”类的土
匪勾当，绑票勒索搞得鸡犬不宁，仅到
1921年前，就留下上百条人命债，西河
不时漂起断头浮尸，百姓听其名无不
毛骨悚然。

乱世之年，谭匪之事端说来就
来。1922年 8月上旬，谭母做寿，孟兰

田也来助兴。孟是毗邻马迎乡（时属
剑阁）“红黑”两道的团练长、袍哥大
爷，与谭是姨表关系，各霸一方，虽互
有戒备，但也相互依靠，相安无事。

这天，酒足饭饱的孟见谭义生新
婚妻子姿色动人，用言语挑逗，惹得醉
醺醺的谭醋兴大发，当着亲朋好友的
面大打出手，由于孟所带人马少，表面
隐忍，宴席不欢而散，孟返回马迎后，
翻出谭多年作恶把柄，即向县新任县
长倪益三密告：“谭抢劫民财、聚众造
反，请火速镇压。”孟在县内名气不小，
行伍出身的倪立即带上役衙、堂勇，坐
上轿子直奔开封场。行至开封场附近
的温家院时，不想被谭匪抢占先机，还
搭上几名士兵的命。好汉不吃眼前
亏，倪于慌乱之中急忙跳进红苕窖内，
才躲过一劫。

县长见谭匪下手残忍，回县后，向
熊克武总部发去剿匪请求加急申报。
吴庆熙接到熊手令后，视清乡剿匪如
同上战场，亲自负责，组织特别侦探队
摸排谭匪下落。

西河潺潺祭英雄
谭匪狡猾成性，带上几个铁杆亲

信拼命西窜，潜伏到江油、绵阳，一个
多月竟无影无踪。吴庆熙见上峰指令
一时难以销号，便心生一计，在沿线散
布消息称：川南战事吃紧，吴旅即将换

防。匪心不死的谭义生闻讯后，想想
自己的立脚之地还是在开封，便潜回
至老巢狡窟据点——相距开封20多公
里的凤凰山大寨坪，一些昔日的喽啰
也闻讯而来。凤凰山半坡林间有一条
南北走向的大路，时称“东大路”，是当
时梓潼与剑阁、南部、盐亭间往来的一
条通道。解放前，大寨坪是近邻建新
（时属开封）油泉村、马灯西沟村、碗泉
大山村的宗教活动场所和小学堂。

1922年 10月 20日，临近中午，吴
庆熙正带着几个随从匆匆走在由梓潼
返回的皇柏大道上，忽有快马来报谭
匪在大寨坪秘密活动。对手上钩，岂
能轻易放过，以果敢、出奇制胜著称的
吴不顾部下劝阻，即沿着双坪、魏公寺
方向急赶。一代英雄已经命悬一线，
他却浑然不觉。这一带灌木丛生，“东
大路”多处为羊肠小道。吴行至距大
寨坪 2公里、同是大路边上的天公堂
（宗祠），早已人困马乏，闻听远处毫无
动静，便歇息吃干粮。天公堂地处在
山顶，地势略高，但这一切被警戒心极
强的谭义生布置在周边的眼线侦察尽
知。谭匪即命爪牙王兴全、罗才元等
数十余名匪徒从宋家弯迂回至天公堂
背后，乘虚杀入。这些匪徒多年跟随
谭义生打打杀杀，特别是王兴全本是
普安较场坝出名的刽子手，心狠手
辣。吴大吃一惊，一边组织抵抗，一边
寻机脱身。由于地形不熟，刚退至大
路旁小坟林处红苕地中，战马被苕藤
绊倒，吴庆熙正爬起来去拣摔掉的一
支马蹬，那一瞬间，被匪徒杨盲子、王
兴全、罗才元、罗福盛等一拥而上反剪
双手，夺下手枪。谭匪赶来坐镇指挥，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肉搏。虽然庆熙已
年过半百、疲乏难支，但他的过人武功
并未让土匪轻易得手，吴庆熙奋力几
次挣脱，挥拳击倒数人，但他的几位随
从已被增援的一群土匪牢牢控制，终
因一人难敌群狼，他的双腿被劈下，

“双手使劲抓踩在地上，硬撑时，竟弄
成几个坑穴”，最终被按倒在地。说时
迟，那时快，杀人成性的王兴全，狂举
砍刀劈向吴颈部，残忍地割下头颅，可
怜身经百战的一代英雄就这样令人发
指地被草寇残害，年仅51岁。

武连驻军得知吴庆熙单枪匹马缉
拿要犯，大吃一惊，迅即派一营部队沿
马灯、西沟方向直扑大寨坪，可惜赶到
之际，正土匪收兵之时，一时枪声大
作。谭义生原想活捉吴旅长，以此要

挟驻军及孟兰田。吴庆熙既杀，谭匪
自知闯下弥天大祸，不敢久留，命王本
全、罗才元等断后，阻滞迷惑官军，带
上一股土匪不分昼夜向江油方向唐王
寨深山老林逃去。

驻军全歼残匪，捉住王本全、罗才
元，经过拷问，才从不远处蓄满水的山
坪塘内的柳树根部捞出吴的头颅。次
日将吴换下的血衣物埋于路侧，即“血
坟”，请当地监生郑兴智撰写祭文，待
祭文读完后，将押跪在坟前的王本全、
罗才元二人砍头血祭。吴的尸体缝合
后，灵柩停放在武连场中街五显庙内
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灵堂摆满
了孝帐和挽联，热冷场都有百姓自发
前来祭奠”，“出丧时，灵柩全用红绸子
缠满”（张载阳讲）。但灵柩抬到梓潼
后就因炮火纷飞不得不停了下来，直
到 1925年 4月，其幼子兆昌才将灵柩
运回安葬。

吴庆熙与剑阁武连赵恒仁、赵烈
父子在保路同志军反清斗争中有过交
往，驻军武连后，专门慰问了为呼应保
路运动发动武装起义、被残酷镇压捐
躯的赵烈的遗孀，与地方人士商议过
为他们修建纪念祠堂之事，不想自己
也为这片土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
吴庆熙殉难后，剑阁在龙泉公园内修
建吴公祠，可惜时局混乱并未竣工，梓
潼县将他列入三贤祠，温江县将他入
祀忠烈祠。多年来，剑门山区西河两
岸流传着“吴二大王”打匪死于大寨山
的故事，民众感念不已。据后来分析，
吴旅长为何孤军冒进，他本想趁谭匪
立足未稳，尚未来得及“抱团”时，先发
制人，且轻看了川陕必经之地的剑阁
土匪也非“等闲之辈”，除谭匪外，还有
范小康、秦匪、陈剑秋、杨述武等巨匪
对抗手段非凡，名噪川北。谭匪逃遁
行踪不定，始终下落不明。而县长倪
益三见剑阁大小土匪如麻，1924年干
脆“拖上团练的枪”到绵阳驻军孙震部
重操旧业。

吴庆熙以保路运动领袖、靖国军
旅长身份在清乡剿匪中喋血遇难，在
成都市政协的《成都文史资料选编》中
这样写道：“豪侠仗义，生活简朴，平易
近人”。关于他的悲壮人生，剑阁、梓
潼、温江都有提及，却都不甚完整，尤
其《剑阁县志》只一笔带过。

回顾这段沉重的历史，我们对这
位四川近代历史英雄人物心怀敬仰。

喋血剑门的保路运动主将吴庆熙（下）

利州利州文苑文苑

文化文化长廊长廊

东大路右侧的“血坟”和山坪塘已荆棘丛生

艺海艺海新潮新潮

本报讯（记者 黄艳玲 文/图） 由中国书法
家协会、眉山市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书法家协
会、眉山市委宣传部、眉山市文联承办的第四届
中国西部书法篆刻作品展评审于 5月 23日在眉山
揭晓，我市书法家陈学高的书法作品成功入选展
览，这也是我市唯一入展的书法家。

本次展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
书协主席何应辉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中国书法
家协会副秘书长张陆一担任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刘恒担任评审委员会秘书长；于小山、刘洪彪、
刘陆宏、李木教、李洪义、吴行、张杰、漆钢、
薛养贤、戴跃担任评委；包俊宜、张传凯担任监
审委员会主任。组织机构的健全和完善，从制度
上确保了本届西部展评审工作在公平、公开、公
正的环境中进行。

四川省书协为确保在本届西部展中能取得好
的成绩，自接受承办任务以来，在全省范围内进
行了广泛的动员和部署，要求全体书法作者要积
极参与，积极投稿。在年初召开的 2014年四川省
书协工作会上，创作委员会将此项工作列为重
点；3月 6日至 9日，创作委员会在眉山举办了为
期3天的“第四届西部书法篆刻作品展·四川书法
创作班”，对 200余名从各地市州推荐上来的重点
书法骨干作者进行专题培训，省书协领导亲自驻
场参与授课。各地市州书协组织也分别多次分片
区组织迎接西部展看稿活动，并多次举办讲座和
培训，邀请专家前往进行指导、授课，有的地市
还进行了封闭式创作训练。兼任省书协创作委员
会主任的何应辉和副主任戴跃多次奔赴各地市州
看稿、授课，进行现场面对面地指导交流，拓宽
了创作者的思路，提升了他们的眼界，改变了他
们的创作观念，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迎接西部书
法展的热潮，使整个四川书法创作能力得到极大
提高，为确保参展作品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市书法家陈学高认真分析自己的发展方
向，确定了在古秦隶书上的突破口，并加入适当
的金文和草书元素 ，通过反复的创作对比，报送
了一件自己认为比较理想的作品。此作品得到了
广大评委的充分认可，一举入展。

陈学高作品入选中国
西部书法篆刻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 张园） 5月29日，由市作家协
会、市国税局、市工商局主办，开发区国税局承
办的为期两个月的国税、工商和企业“心灵之
约”文化交流活动结束，并于当日在市国税局会
议室举办专题座谈会。市作协主席赵天秀以及市
国税局、市工商局、重点企业有关领导和作家代
表、媒体代表、获奖作者 4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代表参观了市国税局、市工商局、四川新中
方医药集团等单位的文化建设成果展，并对进一
步深化国税、工商、企业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共
荣和事业发展进行了座谈。

此次“心灵之约”文化交流活动，圆满完成
了两个主题：一是举办“心灵之约”国税·工商·
企业文学有奖征文。邀请市内作家、国税和工商
职工、企业文学爱好者，围绕税收工商和企业团
队和谐文化建设创作作品参赛。共收到征文稿件
200余件，由市作协组织专业作家组成评委，评定
出一、二、三等奖共 10名。二是举行文化互动交
流。5月10日前，通过“税企QQ群”、“纳税人网
络学校”、税企恳谈会等平台，交流国税、工商和
企业征纳文化、服务文化、和谐文化话题，并在
国税行业网国税文化网页，开辟“他山之石”专
栏，交流优秀作品，构建和谐文化互动氛围，让
文学搭建起机关单位与服务对象沟通的桥梁。

在文化交流座谈会上，大家就文学创作进行
了广泛地交流。新中方医药集团员工褚海林现场
与大家分享了他创作的情诗，大家都被他的浪漫
文学情怀所感动。

市作协举办“心灵之约”
文化交流活动

陈学高入选的参展作品

皇后山边谜一样的皇后墓 位于登仙寺里的燃灯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