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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我满6岁，命运给了我残
酷的一击，我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父
母。没办法，我只好借住在幺娘家
里。大一些的孩子们看我没有爹妈，
总是欺负我，经常给我“吃冲菜”。有
一次，我在府南河边采桑叶，被他们追
打。恍恍惚惚地看见河中有一条打沙
船，我的爹妈居然在船上，还微笑着向
我招手。我脑袋一懵，脚下一滑就掉
入了河中。冰冷刺骨的河水灌进鼻子
和嘴巴，呛得我直往下沉。就在我快
被旋入无尽的黑暗中时，一只强有力
的手抓住了我的衣领，把我拽上了
岸。救我起来的，正是后来成为我恩
师的济尘法师。

送我回家的路上，他知道了我的悲
惨身世，决定收我为徒，赐我名“广
元”。此后，我就跟着济尘法师住进了
昭觉寺，开启了我的带发修行之路。

昭觉寺位于成都北门，算得上是
“川西第一禅林”。大雄宝殿虽说没有
现在这么气派，但也透着一股庄严肃穆
的感觉。殿门前有一棵黄葛树，枝叶特
别茂盛，几个人才能抱过来的树干里，
藏着一块石碑，叫树包碑。我刚住进去
的时候，石碑几乎已经完全嵌进树里
了，只能隐隐约约看到碑的一角。

济尘法师就住在大雄宝殿旁边，
一个被竹林环绕的小院子里。院子里
有三间并排的茅屋，中间那间是卧室，
左右两边分别是厨房和杂物间。晚上
我跟师父同睡一张床。半夜，迷迷糊
糊醒来，一翻身发现身边没人。我赶
紧坐起来，看见师父正端坐在床尾，闭
着眼睛打坐。安静的夜里，能听到师
父身体里传出“咔咔”的声音，当时我
觉得特别神秘。后来才知道，师父一
直在坚持修行。

寺里有几片竹林，师父在竹林下
面挖了一些洞，养了好几百只蟾蜍。
养蟾蜍是为了提取蟾酥，师父医术特
别好，好多药都是自己做的。周围的
穷人来看病，他分文不收。我很勤快，
寺里的活儿，不管看见啥都抢着干。
他看我悟性不错，就开始悉心培养，现

在回想起来，他真是用心良苦啊！
那时寺里喝水，要去山门外的河边

挑，师父让木匠做了两只桶，那个桶和
普通的不一样，它的底部尖尖的。才开
始我只能提，中途提不动的时候，我就
蹲下来把桶扶着歇一歇。半年过后，就
可以双臂平着提，而且走得又快又稳。

到了第二年，师父又开始教我梅
花桩的练法。他找了一块沙地，说沙
地软，不容易把碗踩碎。然后把大粗
碗按照梅花五瓣的形状，倒扣在地
上。等我能不看脚下，在碗上自如地
走了，就把粗碗换成红砖，还得立着
放。这红砖有了高度，走起来可费劲
了，不过在师父的耐心指导下，我慢慢
掌握了窍门，气息也调整好了，走在红
砖上就跟走在平地上一样，红砖被踩
倒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红砖换成
了真正的木桩，一开始只有一米高，后
来慢慢加高。等我把这些基本功练扎
实，不知不觉中，都过去好几年了。

有一天深夜，我睡意朦胧地被师父
拉到院子里，那晚的月光如水般明亮，
他一脸严肃地说：“从今天起，我开始教
你拳法，学成之后要保证用在正道上，
你能做到吗？”我用力地点点头……心
里暗暗发誓，要好好学习武术，这样就
不被别人欺负了，看到别人欺负弱的也
可以去帮忙了。回首往事，真是感慨万
千，我永远铭记着师父赠送给我的那句
话：“承上启下、发扬光大。”为了报效国
家，我后来投身部队，成了部队的一名
武术教官，转业回到家乡，又致力于培
养武术人才。我的高徒罗坤，获得了吉
尼斯“天下第一梅花桩主”。罗坤踩的
梅花桩比少林寺的梅花桩还高出0.8
米，而且是在水上表演的！

如今我年事已高，仍在习武、教
武。我的外孙徐嗣城今年才10岁，大
概遗传了武术之家的基因，小小年纪
就在武术方面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天
赋，已在省市的武术比赛中连连获奖。

中华武术，就是靠一代又一代的传
承，历经数千年的淬炼和沉淀才得以流传
到现在，才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闪亮瑰宝。

武术家张邦元的人生奇遇
□刘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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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废掉汉献帝，
自立为帝，建立了魏国。这样一来，
东汉王朝就结束了，没有皇帝了。刘
备既然以汉室宗亲自居，是汉室皇
叔，这时他就该站出来主持大局，继
承汉室，所以刘备就要当皇帝。但想
当皇帝这个话不能自己说。于是，蜀
国境内流传着汉献帝被杀害的传言，
刘备很“悲伤”，下令文武百官尽皆挂
孝，为汉献帝发丧，并追谥他为“孝愍
皇帝”。同时，刘备集团的文武百官
也意识到，刘备应该“应天顺民”“当
龙升，即帝位”了。

（一）让下面的人再三劝进

当曹丕篡位的消息传来时，蜀汉
绝大多数人都立即主张刘备称帝。
事实上，在前两年，拿下汉中后，刘备
就想称帝以便与曹操抗衡，但是，汉
献帝那时还在，所以刘备只敢称汉中
王，因为他一直以汉室宗亲的身份闯
荡江湖，不可能僭越。而曹丕篡汉
后，传言汉献帝也不在了，刘备就可
以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

要称帝，虽然刘备很想，但是这
个话必须要大臣来劝说，刘备绝不能
主动说。根据《三国志·先主传》的记
载，当时劝说刘备称帝的人有这些：

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
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
少府王谋，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
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
纯，益州别驾从事赵莋，治中从事杨
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
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人。

这些人是分成几批，轮流来劝说
刘备称帝的，因为根据程序，刘备至
少得拒绝三次，才能显得真心实意。

第一次，刘豹、向举、张裔、黄
权、殷纯、赵莋、杨洪、何宗、杜琼、张
爽、尹默、谯周等人劝说刘备称帝的
理由是：以《河图》《洛书》，五经谶纬
之说，认为益州这个方向会出一位
天子，汉献帝不在了，刘备就应该称
帝恢复汉室。谶纬之说，类似于预
言，东汉时期很相信这个，光武帝刘
秀就非常痴迷这些东西，所以这个
很有说服力。

第二次，许靖、糜竺、诸葛亮、赖
恭、黄柱、王谋等人劝说刘备称帝的
理由是：曹丕弑君夺位，人心向汉，蜀
汉全国有八百多人联名上书劝刘备
称帝，并且各地纷纷上报吉祥的兆
头，比如“黄龙在武阳赤水出现，盘旋
数日才离开”，诸如此类，然后还引用

《孝经》和《易经》的说法，认为这就是
称帝的兆头。

第三次，诸葛亮单独劝说刘备称
帝，他对刘备说：“昔吴汉、耿弇等初
劝世祖（光武帝庙号，代称光武）即帝
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
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
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
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
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
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
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得尺寸
之功如纯言耳。”诸葛亮从当时的形
势，引古证今，用“正统”的观点——

“兴复汉室”需要旗帜，跟着你干的文
武百官需要加官进爵。诸葛亮的这
一席话，将刘备当皇帝的必要性讲得
非常清楚了，刘备也就接受了。

经过不断地劝谏，刘备终于答
应称帝了。他说是为了延续汉朝血
脉，要名正言顺继承大统，为的是继
续对抗曹魏，一统天下。事实上，从
刘备集团发展的利益讲，这个时候
称帝也是正确的，称帝的合法性有
了，正当理由也有，也经过一系列的
劝说程序。

（二）黄龙溪证明上天认可

在谶纬学说盛行的当时，刘备要
当皇帝，必须制造舆论，也需要进行
一番谶纬方面的包装。所以刘备下
面的人就开始大造祥瑞，很快益州各
地就纷纷报告，说出现了吉祥的彩
云、丹凤。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东汉
建安二十六年（221年），也就是曹丕
称帝的第二年，先是尹默、谯周等人
上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
积年，时时有景云祥风，从璿玑下来
应之，此为异瑞。又二十二年中，数
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
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然后是诸
葛亮与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在向
刘备的进言中，提到两个特别具有吉
祥意义的征兆，即“间黄龙见武阳赤
水，九日乃去”“又前关羽围樊、襄阳，
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意思
是说，西南早就有“景云祥风”，最近
又有象征皇帝的黄龙出现在武阳县
附近的赤水河中，九天之后才隐身而
去，玉玺也有了，这一切，都表示天子
当出于此。

这些活动，其实就是蜀汉政权在
黄龙溪上演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助推
刘备登基。

黄龙溪的得名，与刘备称帝的重
大历史事件直接相关，除《三国志·先
主传》外，还在许多文献史籍中有记
载：

《华阳国志·蜀志》：“（建安）二十
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

《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一》：
“武阳有赤水，其下注江。建安二十
九年，有黄龙见此水，九日方去。”

《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四《剑南西
道三》：“黄龙庙，在县东二十八里，在
长江村导江东岸。”

《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黄
龙见犍为武阳之赤水，九日乃去……
（刘）备后称帝于蜀。”

《蜀中名胜志》卷十二《上川南
道》：“后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黄龙
见武阳赤水九日，刘氏以为瑞应，因立
庙在长江村导江东岸，《碑目》云：‘汉
刻黄龙甘露之碑，在彭山黄龙镇’。”

《四川通志》卷三十七《舆地》：“黄
龙庙，在县东二十八里，在长江村导江
东岸。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
水，乃立庙。”

史书中提到的“武阳”，是当时益
州犍为郡的行政中心，其县城故址在
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所谓的“赤
水”，是现今府河东岸的一条小支流。
这条小支流汇入府河的地方，就是现
今黄龙溪古镇的所在——黄龙溪也是
因此而得名。在当时，黄龙溪所在的
位置，是在武阳县的东边不远，归于武
阳县管辖，所以史书才说是“武阳赤
水”。

这段有趣的史料记载，反映出黄
龙溪出现的大体经过：首先是在刘备
称帝前夕的政治舆论之中，出现了黄
龙现身于当时武阳县赤水河的吉祥征
兆；接着蜀汉政权在黄龙现身的长江
村，建立了纪念性的庙宇；由于黄龙出
现是当地的一件大喜事，所以后来此
处发展起来的这个场镇，就得名为黄
龙溪；而黄龙溪也作为显示刘备登基
前的吉兆祥瑞之地，广泛流传在当地
的故事中。

（三）刘备称帝于武担山之南

《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六年
（221年）四月初六日丙午，刘备“即皇
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

既然有了刘备应该登基当皇帝
的吉兆祥瑞，于是在当年的四月初
六日丙午，刘备在成都武担山正式
称帝。根据诸葛亮等人的建议，

“兴复汉室”的旗帜仍然需要高举，
因为“汉”是“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
国号”，刘备“袭先帝轨迹，亦兴于
汉中”，因此仍应定国号为“汉”。
在刘备称帝的诏书中特别提到“脩
社稷”“嗣二祖（即汉高及光武）”

“兴汉阼”，其绍继两汉之意昭昭。
蜀汉皇朝建立了，国号“汉”，年号

“章武”。
成都武担山的历史远比三国要

悠久得多，史载在 2700 多年前的周
朝时期，蜀地开明王鳖灵有一王妃，
从甘肃武都远嫁到蜀地。王妃纵享
尊宠，却免不了思念故乡，抑郁少欢
中又不服水土，不久即患病逝世。开
明王悲痛万分，不惜动用大量劳工从
武都运来泥土，在蜀郡城外的西北
角，为王妃修建了一座如山丘一般高
大的陵墓，后世便把这座坟冢称之为

“武担山”。
刘备为什么要在武担山即皇帝

位？因为成都武担山不在“武阳”而
在旧成都之北。

汉代立国后，叔孙通制礼仪，以
正君臣之位。汉高祖“说（悦）而叹
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按
这套礼仪的规定，君位当在西北，面
向北拜乃礼仪。

臣拜君，卑幼拜尊长，皆面向
北行礼，因而居臣下、晚辈之位曰

“北面”。所以古代君主皆面南而
坐，臣子拜见君子则面北，因谓臣
服于人。汉代司马迁《史记·郦生
陆贾列传》：“君王宜郊迎，北面称
臣 。”汉代王符《潜夫论·明忠》：

“君臣义重，行路礼轻，过耳悟目之
交，未恩未德，非贤非贵，而犹若
此 ，则 又 况 于 北 面 称 臣 ，被 宠 者
乎？”晋人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
书》：“追慕南越，婴齐入侍，北面称
臣，伏听告策。”

裴松之为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
武担之南”特别作注：“武担，山名，在
成都西北，盖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
以即阼。”乾位之所以在西北，因为那
是乾卦所象征的方位。《汉书·礼乐
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
于甘泉，就乾位也。”颜师古注：“言
在京师之西北也。”

刘备称帝后的第二年即章武二年
（222年），东吴的孙权称王，年号黄武；
229年，孙权于武昌（今湖北鄂城）正式
登基为帝，建国号为吴，年号黄龙。至
此，魏、蜀（汉）、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
式形成。

距 离
任意地点画个圈，风起时便旋转一百年
不眨眼，不停歇，也不后悔
面容枯槁，荒芜着生长

佛家规训生根发芽
遵从内心，不问因果
一切竟是缘分的罪过
苦苦不分离

像雨季淋湿的湖泊
像泥泞沉没的足迹
巍峨岁月行将腐败
沧海桑田已被干涸遮蔽
若有一万种不朽
爱人的欲说还休，必是最浪漫注脚

用一光年距离，把追寻放大放远
所有轮廓模糊双眼
把浩瀚星辰装入心底
从此也有了不流泪的幸福

老屋的秘密

炊烟升起昨日温情
闲不住的蜘蛛编织旧梦旖旎
日光总是和煦，月牙幻化帧帧断壁残影
沉溺繁华不愿惊醒

蹒跚脚步，佝偻的身形，
雀跃呼喊，剪不掉的千丝万缕
摇摇欲坠的思念暗黑如墨
在一个个静默雨夜震耳欲聋
强行拖拽被吞噬的倾圮
交织雨丝，细如牛毛的心事

斜阳西下，昔日足迹慢慢老去
睁大了双眼，痴痴凝望空洞路口
等红了桃花，等绿了芭蕉
枯井般的深渊，等白了头

当田坎上消解最后一抹生机
路过的风会记得
四处飘散
在回忆里沙沙作响

黄龙溪与刘备
□李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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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皇帝。在三次劝

进的同时，蜀汉政权在

黄龙溪上演了一系列

谶纬方面的包装，为刘

备称帝制造舆论，助推

刘备登基，刘备终于答

应称帝，他说是为了延

续汉朝血脉，要名正言

顺继承大统，为的是继

续 对 抗 曹 魏 ，一 统 天

下。黄龙溪的得名，与

刘备称帝的重大历史

事件直接相关。
陈子庄《武阳黄龙溪》

从地形与地貌的构成来说，
长江三峡确有四个峡。

1985年，20岁的我第一次从家
乡云阳县城坐船东下出川。因为
郦道元的《三峡》给每一位读者留
下烙印，经过约193公里的三峡航
道时，我一直在左右船舷和尾部甲
板之间更换位置。我眼里的三峡
并不全是高而险的山岩和绝壁，很
多江段地形比较宽阔，打破了固有
的“郦道元之三峡”的认知。比如
出瞿塘峡后，巫山县大溪乡至巫
山县城这段就不是峡谷；湖北宜
昌市三斗坪镇这一段更宽阔，江
面宽度超过了 1 公里。它的学名
就叫“宽谷”。

后来我从众多的资料中知道，
长江三峡由峡与峡之间的宽谷组
成，从上游至下游的排列次序为：
瞿塘峡→大宁河宽谷→巫峡→香
溪宽谷→西陵峡→庙南宽谷→西
陵峡。

这岂不是有了两个西陵峡？
不正是“四”峡么？

郭沫若先生早就告诉我们有
两个西陵峡。1961年，他坐船经过
三峡时曾作《过西陵峡(二首)》，诗
前自注：“自秭归至青滩为上峡，自
石碑至南津关为下峡，中段较平
衍，不足以峡名。”

1981 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编、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的《三峡
大观》中，明确表述西陵峡“分东西
两段，中间为长约 31 公里的庙南
（庙河至南沱）宽谷所分割”。四川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南师范学院
地理系与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
局联合编写的《长江三峡》里，把西
陵峡也划分为东段与西段。

三峡第一个峡是瞿塘峡，西起
奉节县白帝城，东至巫山大溪，长
约 7 公里，是三峡中最短、最窄的
峡。瞿塘峡曾名西陵峡、广溪峡、
瞿唐峡、巴峡、夔峡，按地处方位又

称西峡、上峡。其“西陵峡”之称，
与湖北境内西陵峡容易混淆，难怪
杜甫也说“蜀江楚峡混殊名”。《三
峡通志》载：“瞿者，大也；唐，水所
聚也。又云瞿者，渠也，秋冬水落
为瞿；唐者，塘也，春夏水溢为唐。”
此为瞿塘峡名之由来。

出了瞿塘峡东口，大溪至巫山
大宁河口为大宁河宽谷，长约27公
里。巫峡西起大宁河口，东至湖北

巴东县官渡口镇，全长约45公里。
春秋战国时期，巫山属于楚国，巫
峡曾名楚峡，按长度和地处方位又
分别称大峡、中峡。因起点和大部
分峡谷在巫山境内而得名巫山峡，
简称巫峡。

官渡口至秭归县香溪入江口
为香溪宽谷，长约 48 公里。西起
香溪口，东至秭归庙河村这段是
峡谷地貌，长约15公里，为西陵峡
西段；庙河至宜昌南沱村之间约
31 公里的江段为庙南宽谷，长度
位居三峡宽谷第二；南沱至宜昌
南津关又是峡谷地貌，为西陵峡
东段，长约 20 公里。西陵峡因宜
昌西陵山而得名。

由此看来，比庙南宽谷长的香
溪宽谷可分隔巫峡与西陵峡，比其
短的大宁河宽谷能隔开巫峡与瞿
塘峡，那么它何尝不是把西陵峡分
为了东、西两段？其实以前秭归、
宜昌一带的老百姓，特别是川江上
的船工们，都把西陵峡分为两个
峡：称西陵峡西段为归州峡、秭归
峡，把西陵峡东段叫做宜昌峡。我
读过多本清末入川的外国人的游
记，他们也习惯跟着这么称呼。西
陵峡东、西两段加起来长约 35 公
里，要比巫峡短10公里，在三峡中
屈居第二。从真正意义上的峡谷
地貌来说，巫峡是三峡中最长的
峡，因而过去又称其大峡。

历史文献与当代书本中并无
“四峡”之提法，很多书本与资料上
明确有四个峡的存在，也把它划分
成“东、西段”，但仍然只称“三峡”。
老子说：“三生万物。”《说文》释义：

“三，天、地、人之道也。”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三”被视为吉祥数字，具有
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我以为，“三峡”之名，不是地
理认知的疏漏，而是文化基因的选
择，不在于数字的增减，在乎其山
水形胜与人文精神之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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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时臣《云霞三峡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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