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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蜀子云亭究竟在哪儿？

在中学课本上，刘禹锡的《陋室铭》是需要背诵的古文，相信不少人对其中这一段文字记忆犹
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南阳诸葛庐，喜欢三国历史的朋友应知道，就是诸葛亮曾隐居的地方。那与之并列的西蜀子云亭到
底是何来历？它到底又建在哪里，以至于千古传唱呢？

因《陋室铭》名传后世

西蜀子云亭，代指的是西汉末年到

王莽新朝时期四川的大文学家——扬

雄。据《汉书》记载:“扬雄，字子云，蜀

郡成都人。”

汉武帝时，扬雄的高祖扬季为躲避

仇人，举家从巴郡江州（今重庆）搬迁到成

都西北的郫县（今成都郫都区），并在此定

居下来。在扬雄生活的那个年代，郫都有

一个正式的称谓，叫“蜀郡郫邑”。

扬雄出生在郫县五陡口亭白鹤里，

如今这里的全称是“成都市郫都区友爱

街道子云村”。如今的友爱街道，还有

子云村和子云学校，这些都是家乡人对

先贤的怀念。

扬雄家五代单传，他的家境其实并

不算好，史书记载扬雄:“有田一廛

(chán)，有室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

一廛是一百亩，在汉代时，粮食亩产其

实非常有限，百亩耕田也就能勉强养活

一家人，因此扬雄也在《逐贫赋》中说:

“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

藜(lí)飧(sūn)。”由此可见，他童年

以及青年时期的生活并不富裕。

不仅如此，扬雄还有口吃的生理缺

陷，他在《自序》里称“为人简易佚(yì)

荡，口吃不能剧谈”。但幸运的是，家境

普通且有口吃的扬雄，却在年少时遇到

了两位名师:严君平和林闾翁孺。这两

位都是汉代时四川的大学者，扬雄跟随

他们学习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也为

他今后的文学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是因为扬雄取得的文学成就，使

得后世建了许多子云亭来纪念这位蜀中

先贤。不过很多人会感觉到迷惑，因为

《陋室铭》而名传后世的子云亭，到底修

在哪儿？

成都有三处子云亭遗址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迷惑，并

不是因为子云亭太少了，找不到，而是

因为子云亭实在太多，光是在成都就有

三座。

子云亭在成都城里有两处遗址：一

处位于青龙街老十三中，另一处位于西

郊茶店子。这两座子云亭存在密切的

延续关系。另外，在今天的成都市郫都

区友爱街道还有一座子云亭。
名气最大的，当属青龙街洗墨池的

子云亭。

洗墨池，传说是扬雄清洗砚台和

毛笔的池子，子云亭就建在洗墨池畔，

位于今天的青龙街、曾经的老十三中

一带。根据明代《天启成都府图》所

示，扬雄古宅建在洗墨池畔，这里从明

代开始就位于成都县署之内。到了明

万历年间曾重修洗墨池，并在池北建

有草玄堂，池前建有子云亭，明末毁于

战火，清代曾经重建，民国时期仍然

存在。

到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轰炸成都，

成都县政府被迫迁往西郊的茶店子，但

洗墨池却迁不走，于是被填平了。子云

亭因本身意义重大，也被整体迁往城西

茶店子，位于当时的茶店村四组，即今

天的金牛公园一带。茶店子的“子云

亭”一直被保存到20世纪60年代，因修

建成灌路而拆除。如今，这里还有一条

名为“子云路”的街道，路旁还有重建的

洗墨池景点。

至于第三座子云亭所在的成都市

郫都区友爱街道，曾是中国“农家乐”的

发源地。相传，扬雄年少时在这里求

学、成长，死后也埋在家乡。如今的郫

都区友爱街道还有一座子云墓保存完

好，墓葬面积为直径十米左右的圆形，

四周栽满了护墓树，时常有游客来此瞻

仰先贤。这里的子云亭，原来与子云墓

相聚500米左右，可惜的是未能保存下

来，只余一抔黄土。

除成都的三座“西蜀子云亭”外，在

绵阳西山、乐山犍为县城南子云山等

地也分别建有子云亭。在巴蜀大地上，

子云亭已成为扬雄留下的最深刻的历

史印记，纪念着这位大文学家。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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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锦江上游有一个小镇。此处

沟渠汇集、涛声澎湃，大小桥梁交错，杨

柳垂堤，翠竹笼笼，鸟声鸣鸣，至今这一

带也有古香古色味儿。这就是来由神

秘的成都北门洞子口场镇。

洞子口历史悠久

说它来由神秘，其一是它与道家李

老君、张道陵有关。

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载:“后汉

永寿年间李老君与张道陵至此，有局脚

玉状自地而出，老君升座，为道陵说南

北斗经，既去，而座隐地中，固成洞穴。”

《博物志》载:“唐高骈帅蜀时取罪

人以绳绊其腰，令探浅溪，绳两日方绝，

出青城山洞天观门矣。”

历代诗人还有诗句讴歌，如宋京诗

云:“君不见青羊老人飞下天，口宣至道

朝群仙。地中神仙捧玉局，异事秘怪于

今传。鬼城坤隅地有穴，俗说西与岷山

连。嵯峨古观森伟象，老柏惨澹含风烟。

令威已去城墩在，人物自改名依然。亳州

宫廷焕星斗，真皇行幸祥符年。所记得地

近京邑，此独隐晦遐方偏。安得老人浇

此心，还我澹泊同古先。”

此洞今日在哪里?《成都县志》载:

“城北有玉局庵”，经实地查考，距洞子

口场南附近，有一所由庙改建成的五块

石小学。1980年，笔者随市区文物普查

队专家实地调查时，见其梁柱上还写有

“玉局堂住持僧朱定徒”字样。

说它来由神秘，其二是乾隆三十一

年(1766年)，乡人引杨思堰水

灌高田，水越沙河之上的桥，桥

中筑有暗渡，每日流水淙淙，也

可称为洞子。1983年，《成都

市金牛区地名册》采用了此说。

洞子口场还有历代古迹，

如场外的汉代赛云台，长达两

里的杨柳堤，稍远一点的诸

葛亮九里堤，以及场内的泰山庙等。

这里曾以凉粉闻名

洞子口场镇自古繁华，早在清代，

赵氏经营的赵凉粉取土产名物，以黄凉

粉麻辣、白凉粉酸甜吸引着省内外食

客。抗日战争时期，曾有人从成都用飞

机载运凉粉到重庆待客。如今，其凉粉

的制作方法早已传遍各地。

20世纪30年代初期，洞子口归太

平乡管辖，伪乡长曾次金住黑松林独院

内(今西金厂区处)。每到夜晚，他的爪

牙出门抢劫，闹得四邻不安。抗日战争

时期，城内人疏散到洞子口的人多了，

曾次金又扩大了在街上的势力范围，借

用府河天然屏障，挡死了通往新繁、彭

县(今彭州市)、新都方向的行人。他四

方把口子、筑围墙、扎寨门，专抢过往流

动商客和贫苦百姓。他以“严防奸细”

为名，设公堂，犯下累累血债。名为“太

平乡”的洞子口，那时成为成都市郊极

为黑暗和混乱的地方，人称洞子口为

“抢人口，杀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罪大恶极

的伪乡长曾次金于1952年被枪决。从

此，洞子口才真正太平。

1956年，凤凰乡、站西乡、太平乡合

并为一个乡，人们珍惜新中国成立后的太

平日子，便定乡名为和平乡。1958年建

公社时，定名为和平公社。镇上新建的卫

生院大楼、中学大楼、商业大楼、文化站茶

园等，分布场镇四周。横跨府河的铁桥，

人称新桥，连通了通往西北桥、茶店子的

金府路。洞子口交通四通八达，这里再也

不是一处封闭的古场镇。昔日不成街的

泰山庙、文光庙、福德庙，现已定为街名。

昔日乡镇企业成都洞子口牛肉干厂、鞋楦

厂、酒厂等，云集于场镇四周。

如今，洞子口社区归沙河源街道办事

处管理，高楼大厦林立，一派繁荣景象。

文图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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