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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巴山夜雨”，人们就会联想到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那首脍炙人口的
《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因为李商隐没有具体标明这首诗作

于何地，诗中的“巴山夜雨”的原发地，历
来各说不一。大致有四川南江上两及三
台、重庆渝中区佛图关、渝北铜锣峡以及
北碚缙云山等地。

究其实，“巴山”这个泛指，涉地虽
多，但北碚缙云山最接近李商隐诗中的

“巴山”。
据南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记载：“巴

山，在巴县西南百二十里，其山高耸，上
有白水，相传黄帝于此山合神丹。”因此，
缙云山古称巴山。这称呼相沿至今。

缙云山林木蓊郁，九峰滴翠，空气润
湿，年平均降水量1611.8毫米，4至9月
降水量1243.8毫米，占全年的77.2%；春
秋两季间的夜雨，其比例高达75％以上。
每年秋至，阴雨霏霏，绵延不断，夜间尤
甚。缙云山的夜雨量及天数，高于巴蜀各
地。

以重庆渝北区例说，渝北区拥有三
条山脉：华蓥山脉、铜锣山脉及明月山
脉，与北碚同处于北纬30度，其气候与北碚
大致相同。然而常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
左右，且是初夏多雨。北碚却是秋季多
雨，夜雨尤甚，与李商隐诗中的“巴山夜
雨”契合。

巴江其说纷然。学者论及与李商隐
《夜雨寄北》类似同时的五绝《巴江柳》之
巴江，系为四川三台涪江水系的巴江。其
实在巴蜀，巴江巴峡甚多。嘉陵江重要支
流渠江，两晋时称巴江、巴水。巴河源自
南江大巴山，在渠县三汇镇与州河汇合，
始名渠江；一般以巴河为其正源。新《辞
海》辞条引谯周《三巴记》云：巴江指四川
嘉陵江。

有学者认为渝中区鹅岭佛图关是

《夜雨寄北》的写作地。佛图关建于何时？
《巴县志》说：地极险要，建始不可考。《重
庆文物总目》记载：夜雨寺建于清道光十
一年（1831年），似乎泊不住唐朝的船。
而佛图关所在的渝中区，年平均降雨量
1088.8mm，夏天雷雨多，与北碚的“巴山
夜雨”相去颇远。

《夜雨寄北》的写作时间，李商隐也
未标注，牵涉到他何时由何处入川。

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夏，李商
隐妻王氏卒；柳仲郢出任剑南东川节度
使，辟召李商隐为掌书记，做到唐大中九
年归。有学者论及《夜雨寄北》极可能写
作于这段东川作幕的时间。

其中提及李商隐在东川作幕时，曾
几次由梓州取道小川北路到重庆。据《蜀
輶日记》载: 小川北路是“陆路，由万县
（开县）、梁山、大竹、渠县、蓬州、南充、蓬
溪、射洪、三台、中江、金堂至成都，一千
三百里，半月可到”。而细究，这小川北路
中的开县、渠县、蓬州、南充、蓬溪、射洪、
三台（梓州）、中江，水陆兼通，与秦巴古
道连接，其水路更与北碚嘉陵江相通。

但这唐大中五年，并不可作为《夜雨
寄北》写作时间的确论。

据清学者冯浩著《玉溪生年谱》，唐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李商隐在桂州刺
史郑亚幕府；是年，郑亚贬为循州刺史，
李商隐未随行，而是“徘徊江汉，往来巴
蜀”“于巴蜀兼有水陆之程”。冯浩将《夜
雨寄北》的写作时间系在唐大中二年，研
究冯谱多年的张采田也赞同。

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将李商隐
《夜雨寄北》题作《夜雨寄内》。内指内人、
妻子。学者认为“寄内”之诗泛，非《夜雨
寄内》擅有。

冯浩在《玉溪生诗笺注》云：《摇落》
《因书》与《夜雨寄北》皆此时寄内之篇。
若编于以后赴东蜀辟，踪迹吻合，但妻子
已然逝去，诗中意绪肯定不同。这三首诗
歌是冯浩确立李商隐唐大中二年入川的

关键。《摇落》：“滩激黄牛暮，云屯白帝
阴，”诗中黄牛滩与白帝城，已显入川形
迹。《因书》“绝激南通栈，孤城北枕江”，
冯浩曰：南通剑阁，大约嘉陵江畔接近巴
山。《夜雨寄北》篇有“巴山夜雨涨秋池”
句。此三首诗大致可以见出李商隐行迹
横跨巴蜀地区。冯浩还将《武侯庙古柏》
《井络》《梦令孤学士》《重过圣女祠》等写
于成都的诗系为唐大中三年春，间接证
明了李商隐在唐大中二年有巴蜀之行。

冯谱的推论，也有学者质疑。
然而，众多的析读似乎忽视了缙云

寺、北温泉以及文本本身。
缙云寺创建于南朝刘宋景平元年

（公元423年），同处一山，缙云寺为上寺，
钟鸣九峰，温泉寺为下寺，汤温幽谷。唐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宣宗皇帝勅封缙
云寺为相思寺。李商隐为情诗圣手，在唐
大中二年即慕相思之名逐香而来，顺理
成章，颇合心迹。其次，李商隐喜欢温泉，
曾诗咏骊山华清池，温泉寺的温泉也定
然会撩拨他心旌。此外，唐代画圣吴道子
钟爱嘉陵江水，画过名动天下的嘉陵山
水图。李商隐羁旅漂泊，性耽山水，嘉陵
江小三峡风光之美，冠绝嘉陵水域，对他
而言，十分具有吸引力。

那么，唐大中二年，李商隐到过北碚
极有可能。即使不问王氏生卒，将《夜雨
寄北》系于李商隐东川作幕时，从唐大中
五年至大中九年，他是有可能游览相思
寺与温泉寺的，梓州三台与北碚一水相
通。

再看文本，“君问归期未有期”。如果
李商隐走小川北道，由万县开江弃船走
陆路，陆路比水路快，且可不受汛情限
制。无须说归期未有期。这一句恰说明
他可能是水陆兼程，张飞走过水路，他
当然可走水路至缙云山温塘峡，阻其归
期的，则是行舟被阻。（同理，由梓州陆
路归北，途经南江上两，走的是陆路，也
无须说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是“君问归期未
有期”的答案，“涨秋池”的“池”的释解
至关重要。而诗中这个“池”，按词典解
释，涵义包括湖泊，诸如天池滇池。浅解

“池”为窗前小水池，小池微澜，不足以
阻断行程，能阻断李商隐归程的，应是
洪水。

温塘峡口的大沱口似湖池。大沱口
是嘉陵江小三峡所有水沱中最大的水
沱，水势汹涌，中有大漩涡，经常翻船。
一涨水舟旅不行，滞留于沱下金刚碑。
嘉陵江八至十月，巴河的强盗水涨过，
保宁河、涪江也相继涨水，甚至三江齐
涨，加上巴山水涨，洪波出峡，舟旅阻
滞。

李商隐遇洪水停桡之地，很有可能
是金刚碑。这个地儿对于他有两重便
利，一是泊舟避洪，二是可游相思寺，近
可游温泉寺，稍远可游缙云山，山中有
相思寺相思岩相思竹相思鸟……

宋状元冯时行卜筑缙云山麓，写过
一首《春日题相思寺》，诗云：

系艇依寒渚，扶筇上晚林。
山山春已立，树树雨元深。
扫叶移床坐，穿云买酒斟。
相思成底事，老大更无心。
冯状元系艇的地方应是金刚碑，

“寒渚”，是金刚碑沱中地貌；“扶筇上晚
林”，则是爬坡到温泉寺，或由温泉到缙
云寺。

《夜雨寄北》的“西窗烛”饶有意味。
金刚碑屋子的西窗正对大沱口及温塘
峡西山坪，而这也是李商隐妻子倚窗对
望的方向。

夜雨寄北，夜雨寄内，“巴山夜雨”
被提及两次，相思意绪如秋雨，绵绵不
止……

试问如此巴山如此秋雨如此秋池
如此相思，何处可寻？这么多的节点有迹
可寻，恍若珠子链成一环，合合适适地
戴在了北碚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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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与《夜雨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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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风筝（火花） 高代华供图

从北碚城区出发，约莫半小时的车
程，便来到了桃花山。周家祠堂所在地区，
原名叫“高擂口”，现在叫桃花山村周家祠
组，祠堂曾兴盛一时，在当地颇有名气。

据周氏族谱记载，周家祠堂修建于
1877年（光绪三年），为周氏供奉祖先和
祭祀所用。祠堂前有厅后有堂，中央为天
井和花坛，左右各置夹室，四周围以墙垣，

堂内门窗及梁柱多刻有雕花，整体建筑结
构及风格古典而精致。

接近目的地，下车朝祠堂方向走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巨大的黄葛树，悬
根露爪，古态盎然。紧接着便看到了被黄
葛树遮掩的周家祠堂——与笔者想象中
的庄严正大不同，此刻的它更像一个废弃
了的农家杂院。房前屋后，室内室外，主体

建筑保存尚完整，但门窗、墙垣、梁柱破损
严重，加之杂草丛生，一片荒芜破败的景
象。

周立卫介绍，随着周氏的衰落，周家
祠堂已废弃半个多世纪。祠堂多次被征
用，做过学校、食堂、公社办公场所、储物
室等，风吹雨打，又无人维护，如今只剩下
断壁残垣。

荒芜破败的百年宗祠

东阳街道桃花山，与
缙云山、北温泉隔江相望，
植被丰富，风景秀美。在桃
花山的山顶处，有一座鲜
为人知的百年宗祠——周
家祠堂。近日，在周家后人
周立卫的带领下，笔者前
往一探究竟。

说到二岩周家，就不得不提到甲子
洞煤矿。

从二岩山陡壁悬崖步行向下至嘉陵
江边，即到达二岩矿区。1741年，周世瑜
在二岩购买山地后，伐木辟荒，偶然发现
煤窑一个，旁有石刻“甲子”二字，遂命名
为甲子洞，雇工采掘。

甲子洞煤矿产量不大，但煤质尤佳，
后来又改名为复兴隆煤矿。从1741年到

1956 年公私合营，周家经营甲子洞煤矿
两百余年，周氏不仅因此发家，还带动了
当地经济的发展。据1938年四川省地质
调查所《矿产专报》记载：“先有甲子洞，
后有二岩场。”

“二岩场以复兴隆煤矿而出名，最盛
有3万余人在二岩场工作、居住和生活。
二岩场本属原来的东阳乡管，因为场镇
规模大，二岩就从东阳分出来了。”周立

卫告诉笔者，公私合营以后，因煤矿资源
减少、嘉陵江水位上涨等因素，复兴隆煤
矿最终关闭，周家家道中落，二岩场也不
复存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风流总被雨
打风吹去。当年的二岩场，现已成为了苗
圃果蔬种植基地。曾经宏伟精致的祠堂
建筑，化为一片废墟。唯有祠堂旁边那棵
黄葛树，依旧生机勃勃，亭亭如盖。

先有甲子洞，后有二岩场

祠堂顶梁上写着修建时间。

周家祠堂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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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宗祠的兴衰过程，也是一个家
族的变迁史。

“二岩周家的老祖宗叫周世瑜，清
朝雍正九年，由湖南邵阳入川定居北
碚二岩。”周立卫介绍，周世瑜有个族
兄叫周世元，进士出身，1726 年（雍正
四年）任巴县知县。他看到四川地广人
稀，气候又好，就写信招族弟们迁来。
接到信后，周世瑜于 1731 年（雍正九

年）携眷到合川，耕种兼经商。因有盈
余，1741 年（乾隆六年），周世瑜到二
岩购买山地 20 亩，偶然发现了甲子洞
煤矿，就正式定居下来。

来到北碚后，周家除主营煤矿外，
还经营盐、陶、船运等其他生意，家族日
益昌盛，成为地方望族。周氏族谱抄录
的《创修宗祠碑序》记载：“传至十二世
裔孙，丁口数百人，各执四民之业，阡陌

交通松揪弗翦，衣租食税者日益丰。”
周立卫介绍，周家历史上曾出现了

不少优秀人物，其中周宝箴还被写进
了《北碚志》。“1918 年，周宝箴主持江
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营，负责峡区治
安，号称江防司令。1923 年，他又组织
嘉陵汽船公司，买汽船两艘，开办重庆
至合川客运，在北碚是最早的。”周立
卫说。

二岩周家成为地方望族

左图：北碚甲
子洞煤矿工人装
煤工作情形。

右图：煤矿运
煤下山之绞车。

（资料图片，
均刊载于 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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