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住过往，探寻历史。 昔日繁华，如今仍留年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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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本报记者 赖琴芳 唐彪 文/图

苍溪县石门乡，被夹在川北大山褶皱间，
有淙淙的插江河从脚下流过。

于是，石门有歌谣说：“石门石头多，出门
就爬坡；碟子大个天，席子宽的河。”

在石门场西北角，古时外来寻宝人发现撬
门子沟石壁上天生一“石门”,听到门内有金牛
推磨声传出，因而得名为“石门”。又因“石门”
下的门槛石被寻宝人抛入插江河中，成为一巨

石，横卧江中，如关门锁石，航道受阻，船只无
法通行，又称“关门石”。

据考证，自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以来，石
门拥有至少三百年水码头的历史。自古言“南
船北马”，从长江转到嘉陵江，从东河拐到插江
河，石门就位于这条水上运输线的终端，源源
不断的船只，将石门与外界的生活连结成为一
体，在公路未通的年代一直是辐射三川、龙王、
五龙一带的重要货物集散地。

古往今来，人们在插江河边，搭柴圈子，建立

粮棚，进行交易。之后又依山傍水，建吊脚楼，随
街置铺，设场兴市，成为有名的水码头，俗称“小
山城”。建场以来，农家米、面、粮、油、柴火、木料
等，通过插江、东河、嘉陵江，运往南部、南充、重
庆销售。

时过境迁，1月4日，当记者一行走进石门
乡时，昔日老街的繁华早已不在，但老街的年
代感，还是让记者不由自主的通过手中的相机
记录下历史的过往，老街的记忆。

石门吊脚楼，依山而建。

老街老人的守与盼。

石门老街，俗称“小山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