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字岩”位于化处镇东南约一公里的

四方山上，距全国有名的穿洞古人类文化遗

址约 10 公里，距滇黔铁路线上的化处车站

约 3 公里。 古迹显现于距离地面一丈开外

的岩壁上，字为黑色（当地老年人说，原为红

色，后被人用墨涂抹），大如核桃，不知用何

物书写，虽经长期风雨侵蚀，终不褪色，因形

似汉字反写， 且年长日久无人认识，“反字

岩”因而得名。

据资料记载，第一次临摹“反字岩”的古

文字是 1981 年 8 月， 后专家学者研究、考

证，到 80 年代末期，才初步揭开其神秘的

面纱。 专家认定“反字岩”古迹为古彝文，

其所记载的史实为贵州最古老的彝族支系

之二呗勒阿德定居安顺之后征战、 拓土、祭

祀之事。 但所翻译的只是“反字岩”部分意

思，其完整的意思如何，有待进一步考证。

有意思的，在四方山脚下的一片缓坡地

里，还残留着一些屋基，当地人称之为“苗王

屋基”，当地人所说的“苗王”，应该就是贵州

最古老的彝族支系之二呗勒阿德了。如今的

苗王遗址，在一块平整的地里，其残存的屋

基基石精雕细琢，颇为讲究，应该就是当初

苗王居住的“正殿”了。 正殿所处的位置，左

面有山，右面有山，后面有四方山，前面是肥

沃的新寨田坝，视野相当开阔，的确是一个

适合居住的地方。 巧合的是，苗王屋基里现

在埋的一些坟，其坟头走向也是开阔的新寨

田坝，由此看来阴宅和阳宅在选地方面也似

有共通之处。

传说吴三桂挺进贵州时把苗王赶了出

去，若真是如此，那么四方山上的“反字”是

不是当初仓促出行的苗王留下的？他为什么

要留下这些文字？据新寨村人讲，十多年前，

曾见三个异乡人在荒芜的苗王屋基里活动。

这几个人是不是苗王的后裔呢？他们在

找什么？ 是不是宝藏？ 而当地人一直流传着

的“大坳对小坳，金银十八窖，一窖十八块，

一块十八斤。 如果不肯信， 对面老李来作

证。”这里的“大坳、小坳、老李”都是指“反字

岩”附近的山头和古树。 意思是说谁人认得

了岩上这些“反字”， 就可以找到埋宝的地

方。反字岩是不是苗王当初仓促逃离时埋藏

宝藏留下的记号？ 这些太多的神秘，都有待

我们进一步的考证。

可是神秘的反字岩、古老的苗王庄的确

存在过。 就在 2008 年 12 月 16 日，贵州省

考古所所长李飞、研究员杨洪等在离反字岩

一公里地的空山发现了古岩画，在对反字岩

和苗王遗址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李飞等凭着

对岩画的了解，断定这些岩画是少数民族所

作，且是在宋朝至明朝期间。这些古岩画，是

不是当初的古彝族人所作？ 我们不得而知，

但总总迹象表明，反字岩、苗王庄遗址、空山

古岩画，应当是一脉相承的一段历史的真实

写照。

张健

神秘反字岩和古老彝王庄

反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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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明崇祯十一年）4 月 21 日，是一

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徐霞客离开镇宁一路西

行，过黄果树，越鸡公背，跨霸陵桥，上关索

岭，落脚今天的关岭县城。这一天的日记，因

对白水河瀑布（即今天的黄果树瀑布）的描

述，历来就是研究者的首选篇目，几乎被所

有的选本、评本所采用。 这不仅由于这是历

来表现黄果树瀑布的最好的文字，还在于这

一中国最大的瀑布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已名

扬四海，其声誉地位自然成为贵州首选。

在众多的选评本和不少的评论文章中，

对徐霞客黔游白水河瀑布均予很高的评价，

这无疑使这一中国最大的瀑布名扬四海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就游记文字本身所

显现的内涵看， 不少解读文字仍存在问题，

有的乃至出现误读误判，有必要就此说明。

徐霞客黔游白水河瀑布的文字并不多，却

包含丰富的内容。历来不少文章认为，这些文字

表现的就是今天的黄果树瀑布， 实际上并非完

全如此， 黄果树瀑布群包括白水河沿线的多级

瀑布，加上以此为中心的其它瀑布，有“三大阶

梯九级跌宕十八飞瀑”之称。徐先生笔下对沿途

景点的记叙与感触，包括了双明洞西崖流水、陡

坡塘瀑布、白虹桥、黄果树瀑布、望水亭等。

也就是说，徐先生笔下非一瀑飞掛而是

白水交响。

因公路的多次改建及旅游管理需要，今

天的人已经很难体会一种自然状态下的黄果

树瀑布，在当年徐先生驻足神思的地方，已被

高墙隔断了视线， 不再能如此近距离去观察

和感触黄果树瀑布下落时的徬礴气势， 这也

是不少研究者误读误解的原因之一。 因此，有

必要沿着先生当年行进的驿道作一概述。

徐先生行至白水铺，突然，“遥闻水声轰

轰”。“从陇隙北望，忽有水自东北山腋泻崖

而下，捣入重渊。 ” 这里徐霞客眼前看到的

瀑布，是陡坡塘瀑布。 这轰轰水声使徐霞客

顿时兴奋起来，而那东北山腋泻崖而下的悬

流，又为“对崖所隔”半藏半露，这更刺激徐

霞客的好奇心。 他一路疾走，直至陡坡塘瀑

布水流下游处，回头再望这“东北悬流”，“上

横白阔数丈，翻空涌雪”“恨不能一抵其下”。

这时， 徐霞客开始用身心去追逐的瀑布，恨

不能直抵瀑布下落的地方。

这种前往探寻欲望很快被拉了回来，担

夫的几句话，使徐先生欲行又止，因为“前有

悬坠处，比此更深。 ” 也就是说前面有一更大

瀑布，这就是黄果树瀑布，就象一组宏大的交

响乐章，这才仅仅是高潮到来之前的铺垫，更

大惊喜很快会排空而至。

如果说陡坡塘瀑布是悬掛在东南远方

的一个悬念， 给人予強烈的视角感受的话，

那么，走过白虹桥，那桥下“翻崖喷雪，满满

溪皆如白鹭群飞”的感觉，已经完全呈现出

一种动态的美，一种奔腾的流水快速运动的

力量，这种力量从脚底传向全身，令人心旌

摇荡。这里，造化之工又一次制造了悬念，在

徐霞客感受大瀑布之前，以浪飞雪涌，如群

飞白鹭般的形声组合为过渡，使整部乐章的

效果自然流动，滑向最为激动人心的部分。

终于，黄果树瀑布于“陇箐亏蔽”中渐露渐

显，雷霆般的冲击力很快贯透全身。 环驿道前

行，水雾弥漫升腾。 这时徐霞客看到的是大瀑

布上方的“悬坠处”， 那时沒有现在景区的围

墙，路与瀑布间很近，特殊位置构成直观的效

果，使徐霞客能如此近距离地接近并感受大瀑

布。 古今再没有人能象徐霞客一样，对大瀑布

观察得如此细致，表达得如此生动确切：

“透陇隙南顾，则路左一溪悬捣，万练飞

空。溪上石如莲叶下覆，中剜三门，水由叶上

漫顶而下，如鲛绡万福，横罩门外，直下者不

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

空，势甚雄厉。 ”

我们看到，此时的徐霞客是站在瀑布的

“悬坠处”，“从上侧身下瞰”， 身心所经受的

感染力更强烈，那下坠深渊，呼啸而下的凌

厉气势，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更阔大，留下

的神秘感更为深远，人与瀑布形成一种最完

美最雄浑的组合。

往下，从这瀑布“悬坠处”一侧西南绕行一

里，先生来到望水亭上，大瀑布正面全貌终于

呈现在面前。这时，最为感人的一幕出现了：西

崖之巅，老人面对“奔腾喷薄”的大瀑布，凝神

静气，“面揖飞流”———他感颂造化之工， 以示

敬仰。 ———那排空而来，动地而去的生命交响

在渲腾得最为高亢之时嘎然而止，而生命存在

的最高境界恰在这无声之时呈现。

徐霞客的黄果树之行，从历史的背景来

看，是一种命运之旅、精神之旅，而从今天的

角度看，更是一种文化之旅。其足迹所到处，

成了今天旅游文化最直接的徽章，山与水因

徐霞客而有了灵性，用今天的观点看，徐霞

客可谓点石成金。

至此， 这位“幽居在深谷”、“零落依草

木”的“佳人”由于徐霞客的光顾，终于能在

400 年前以独有的风彩显现于世。

【徐霞客黔游安顺行探访录】之三

丁武光

是一瀑飞

掛

还是白水交响

中央红军过弄染：布依之光

方塘

1935 年 4 月 14 日，中

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 3

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 杨尚

昆政委率领下， 从安顺鸡场

和紫云猫营进入镇宁县的江

龙和本寨。 陆瑞光因不了解

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带

着自己的队伍避到了老家弄

染寨后的山林里。

红军到了弄染， 没有惊

扰老百姓， 而是在寨子外边

的田坝上露天宿营， 只有十

几个高级将领住在陆瑞光的

家里。 寨子里的人将这些情

况报告了陆瑞光， 红军也派

人来找他联络。 陆瑞光不敢

相信这是红军的队伍， 所以

乔装打扮成普通士兵， 夹杂

在他的副官带领的十几个人

中间， 来到他自己的家里与

红军交涉。

红军领导对这些人耐心

地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

民族的政策，说明不论汉族、

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

口多少，都一律平等。 还说不

许汉族欺压苗族和布依族，

并反对贵州军阀王家烈等人

的派捐派款。

陆瑞光听了红军领导的

谈话后， 又到各个房间看了

看，发现房门都关着，红军只

是在厢房里打地铺休息，家

中各处打扫得干干净净。 陆

瑞光的疑虑消除了， 心中大

为感动， 主动向红军说明了

自己的身份， 并吩咐属下上

山将寨民们喊回村， 给红军

送去粮食、 蔬菜、 猪肉和禽

类， 自己也备办了酒席招待

红军领导。

席间， 他说：“镇宁、紫

云、关岭、贞丰等地少数民族

很多，做庄稼也勤快，可周西

成来当省主席后就说我们野

蛮落后， 强迫我们穿客家衣

服，不准说本民族的话。 在哪

里失落东西便要哪里的老百

姓赔， 我们这一带的少数民

族不知受了多少累……”

经过红军引导正确分

析， 陆瑞光恍然大悟， 终于

看穿了国民党统治者的险恶

用心。 与红军签署反蒋介石、

王家烈、 犹国才以及反国民

党苛捐杂税的协议， 同时还

商定留下以红军营长方武先

为首的 12 名伤病员，由陆瑞

光负责保护养伤， 伤愈后再

追赶部队。

第二天一大早， 陆瑞光

就派人给红军带路， 引导他

们到达当地另一支武装控制

的地界附近。 红军北上，陆瑞

光带着他的队伍护送红军经

板乐、 良田到坝草北盘江渡

口，过江进入贞丰境内。

送走红军，陆瑞光求医买

药为留驻的红军伤病员治病，

并与方武先营长一道继续开

展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 国

民党不断派兵来骚扰、攻打陆

瑞光等人，一些红军伤病员先

后被杀害，陆瑞光遂与方武先

决定率队伍到广西右江革命

根据地投奔红七军，受阻后仍

退回弄染，发动群众。

为了寻找到共产党组

织，根据方武先的意见，陆瑞

光派罗诗虎到安顺找地下党

组织， 找到了中共贵州省工

委军事小组组长李光廷，汇

报了方武先和陆瑞光的打

算。 李光廷请示了省工委委

员秦天真（当时在安顺）等同

志后，秦天真接见了罗诗虎，

代表党组织对陆瑞光和方武

先表示支持。

得到地下党组织的支持

后， 陆瑞光和方武先先后以

花山地区镇宁县、关岭县、紫

云县的 48 个村寨为根据地，

组织游击队， 开展武装革命

斗争。

1936 年 12 月 26 日，国

民党杨森利用布依人民每年

春节都要在家过大年的习

俗，趁陆瑞光不防备之际，偷

袭陆瑞光家，将陆瑞光抓住，

押送到紫云，后解送贵阳。 陆

瑞光被抓后立场坚定， 痛斥

国民党反动派。

1937 年初春，陆瑞光被

杀害于贵阳八角岩， 时年仅

36 岁。

根据陆瑞光迎接红军、

参加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革

命事迹， 贵州省人民政府于

1989 年 3 月 31 日追认他为

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