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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晚，瑞雪纷纷，宝鸡城区银

装素裹。其后几日，正是“下雪不冷化雪冷”

的严寒时节，宝鸡古泉九龙泉是否已冻

结？1月22日，记者去渭滨区峪泉村探访，

结果出乎意料，九龙泉水依然汩汩流淌。

在峪泉村文化广场西南侧的 310 国

道下面，即是九龙泉的出水口。记者看到，

清澈的泉水散发着热气从两孔管道淌出，

汇聚到一条小渠，一对夫妇正在泉边打

水。这对夫妇是峪泉村村民，说九龙泉给

其生活带来了便利，并说 ：“前几天天气

好的时候，来泉边取水要排队。”在峪泉村

文化广场锻炼的市民袁德贵对记者说：

“我是凤翔人，因做生意在渭滨区峪泉村住

了有 20 年，20 年来我没见九龙泉水断流

过。传说这泉水有一千多年历史了，现在还

在流、还在使用，说明峪泉村和地方政府保

护得力！”峪泉村村民高义生讲，相传，九

龙泉是炎帝神农氏幼时洗浴的地方。原先

泉有九段，从崖底的太湖石缝中涌出，聚在

一个外高中低的石槽之中，宛如天然浴缸，

人称“九眼泉”。传说炎帝幼时经常与伙伴

们在此泉中洗浴玩耍，洗濯几次后，身上的

疮病好了，头上的两只角也掉了。后来，神

农氏就从这里出发，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

的事业。到唐代时，泉边建有神农祠奉祀，

后经历代修缮增建，逐渐形成一处建筑群，

有神农殿、戏楼、钟鼓楼等数十间古建。因

为水与龙相关，有不知名姓的文化人便给

它取了个雅称“九龙泉”，此名一直沿用至

今。“1999 年修 310 国道时，路基穿村而

过，为了保住九龙泉，村里将老泉口封闭，

把泉眼穿过路基引出来，并在国道北侧修

了蓄水池和泵房，重建了神农祠。如今这

片新址就是我们的峪泉村文化广场，广场

上有神农祠，祠后有九龙泉，还有讲述古

代官员祈雨故事的清代老碑，俨然是一处

文化乐园。”高义生说。

村民讲，每年农历正月十一，峪泉村神

农祠都有古会，民间祭祀神农炎帝。自1978

年以来，每年都有不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

和海外侨胞来宝鸡九龙泉寻根问祖。

“龙口村有一眼地下泉，是龙口地名的

来源，于右任还曾为它写过一首诗。”1 月

23 日，凤县凤州镇龙口村党支部书记高俊

峰介绍，泉水从凤凰山发源，曾从五个石质

龙头的口中流出，龙口地名因泉而来。如

今，泉水仍淙淙不息，滋养着一方乡民，也

“讲述”着地名故事。

龙口村位于凤凰山下、嘉陵江畔，现

有村民 1300 余人，其中约七成村民姓高。

村里有一本《龙口高氏族谱》，其中记载，龙

口村原名龙口庄，庄东坎下有一眼地下泉，

泉水甘甜、冬暖夏凉，小虾汇集，而且水流

量充足，干旱也不减退。相传古时，一批西

夏人被这泉水吸引，便在此落脚扎寨，并截

泉蓄饮。清顺治年间，当地人为了保护泉

水，提高饮水卫生，凿刻了石质“五龙头”，

将水位架高四尺，清澈泉水从“龙口”中奔

流而出，养育人畜，颇有“功劳”。久而久之，

这个村庄也被称为“龙口”。上世纪 70年代

中期，这眼泉水的“五龙头”被毁，但泉水尚

存。1979 年，当地人将其修整恢复，但泉水

从五龙口中奔流而出的样貌却难以再现。

高俊峰当了 18 年村干部，听老人讲，

过去龙口名气响，龙口庄曾是嘉陵江沿途

落脚点之一，旅人北上翻秦岭经陈仓抵长

安、南下出褒河进广元入成都，途中疲惫

之时，一听说离龙口不远了，就有了继续

赶路的心劲，奋力赶到龙口落脚、歇息。

1922 年，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去甘入

川，途经龙口，留下了一首诗 ：“一路顺行

一路景，秦岭南下幽龙口，地域开阔庄境

威，五龙圣水名不虚。”

“龙口”也曾是镇名，1985年设龙口镇，

1997年龙口镇并入凤州镇。如今，龙口村人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花椒、苹果等农作物。

与其他村庄不同的是，龙口村外出务工人

员较少，外来人员流入较多。高俊峰解释，

因龙口村离凤州镇街近，村域内企业、单

位、学校较多，且有铁路经过，交通便利，吸

引了不少外来人在此落脚。每逢“五一”物

资交流会，周边许多乡亲便来到龙口赶集。

高俊峰说：“目前，村上成立了 30 余

人的绿化环卫队，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建

有 180 亩花椒示范园、种植了 40 亩玉米。

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约 70 万元。2024

年，我们准备利用阳坡地多的优势，发展苹

果园，建设林麝养殖小区及中药材基地，把

村集体经济继续发展壮大。”

龙口村：

于右任入川留诗之地
本报记者 张琼

卧龙寺：

康熙访师住宿之所
毛丽娜

玄奘取经夜宿于此，唐玄宗在此驻

跸并赐名，康熙帝访师在此下榻……龙

年将至，宝鸡卧龙寺地名传说吸引了众

多市民游客关注。不少人好奇，卧龙寺地

名缘何而来？1 月 24 日，笔者来到卧龙

寺所在的金台区卧龙寺街道龙丰村，探

寻地名背后的故事。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吉祥之意，

古时也作为帝王的象征，因而“卧龙”也

多用于皇帝驻跸、下榻之地。

采访当天，在龙丰村村口几位村民

向笔者讲 ：“卧龙寺原名静禅寺，始建于

隋朝，兴盛于唐朝。唐玄宗李隆基曾在这

里住宿过，并赐名为‘卧龙寺’。”这一说

法在清乾隆二十九年《宝鸡县志》中也有

记载 ：“卧龙寺，县东二十里，相传唐明

皇幸蜀时宿此。”

笔者看到，村口的石碑上，刻着“卧龙

寺院”四个大字。走进院内，环境古朴典

雅、优美清静，建筑占地八亩。

当地文化爱好者李宏杰说，卧龙寺历

经沧桑，历史上曾有多位皇帝在此留宿。

第一位皇帝是唐玄宗李隆基，“安史之

乱”爆发后，李隆基为躲避战乱入蜀，曾

在静禅寺留宿一晚。“安史之乱”平息后，

在返回长安城的路上，李隆基又在此住

宿，并赐名“卧龙寺”。第二位皇帝是唐僖

宗李儇（xuān），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入长

安，李儇步李隆基后尘，慌忙出逃，入蜀

避难，返回长安时途经宝鸡，在卧龙寺休

憩。第三位皇帝是清康熙帝玄烨，宝鸡文

化名人党崇雅曾是玄烨年少时的老师，

党崇雅告老还乡后，玄烨想念恩师，特意

赶来看望，其间入住的地方便是卧龙寺。

康熙见到唐玄宗的题字后，也亲笔御书

“卧龙寺”匾额。

除了几位皇帝在此留宿，相传唐朝

玄奘去往天竺取经时也曾在此过夜。上

世纪 80 年代，卧龙寺被重修、扩建，一直

保存至今。

九龙泉:

炎帝幼时
沐浴之处

本报记者 巨侃

凤县凤州镇龙口村村貌

卧龙寺局部俯瞰图峪泉村清代九龙泉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