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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天下道教主流全真道祖师吕洞
宾，因梦拜钟离权为师，赴终南山（在今
陕西秦岭）中修道。吕洞宾修炼成功后，
便遍游山水，传道度人。相传，一日吕洞
宾云游来到今天的达州市通川区东城街
道办事处凤翎关（古通州城东北三里山
垭处），驻足留连，不舍离去。后来，达州
百姓在这个山垭处建关名为“吕公关”，
来纪念吕洞宾仙踪遗址。

在清代乾隆《直隶达州志·胜景》
里载有“凤岩悬瀑”“铁峡流霞”“金滩
鼓浪”“翠岭搏云”“竹山烟雨”“宝林风
月”“仙墅桃源”“相堂槐照”旧八景。

八景中留存到现在的景点，人们知晓
的少之又少。其志续记说：“今按瞿
（戴仁）诗八景微有异同，因并录之”：
“铁山晓日、翠岭祥云、龙爪清潭、凤
冈绿竹、北岩夜月、西寺晴霞、烂柯棋
局、山垭仙迹”。在志书中所记载的
新八景下都有文字注释说明，但时至
今日知道它们所处地理位置的人更是
甚少。“山垭仙迹”一景，是“仙墅桃
源”旧景易名而来，只是先后名称而
已。由于社会不断的发展建设，旧时
的环境地貌已彻底改变，难以寻觅与
辨别，今天的人们不知道“山垭仙迹”

所处的详细地理位置。由于近百年以
来，人们未作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将古

“吕公关”所处位置用古“凤翎关”的名
称代替了，实属张冠李戴，致使以讹传
讹至今。

《直隶达州志》载：山垭仙迹，在
“州治东北，两山对峙，中断一垭。因
地设关，名吕公关。古云：昔人曾见吕
纯阳仙迹游其间”。根据《直隶达州
志》“达州地舆图”的清晰明确标记：凤
翎关以南为“南岳庙”（今达州市中心
医院西侧收容遣送站即救助站处），南
岳庙以南是“吕公关”，吕公关以南便是
旧达城城垣外“黄龙寺”，沿着青石板路
入城古道行至东门、南门就可以进入达
城。清嘉庆《达县志·关隘志》载：“吕公
关，城东北三里”。民国《达县志·关隘》
载：“治东北三十里（旧州志作十里。按
即凤翎关，当内口崖（今凤凰山半腰处）

之南麓垭口（今凤翎关已无旧址，通宣汉
大路）”。由此可知，历史上的“吕公关”
当在今凤翎关处无疑。

清江左高齐桂《山垭仙迹》诗云：“雨
过仙崖拥翠螺，峥嵘拔地势峨峨。峰高
不许浮云掩，蛮静常存夕照多。唯有乔
松窥杖履，至今绝壁想烟蓑。吕公当日
一游戏，千载骚人发醉哦”。诗人是乾隆
时来达州写的作品，说明吕公关在那时
还存在。从高诗的内容看，关垭周围森
林茂密拥翠，山势巍峨俊拔，雨天山林烟
雾缭绕。行人来到山垭处，常常引发对
吕洞宾的遥想。

附：清宜黄（今江西抚州市）人应起
元游达《山垭仙迹》诗：“崱屴原来地势
偏，两峰相峙插青天。仙踪已去山仍在，
树色初斜月正悬。曾听悲猿啼薄暮，不
闻野魈弄寒烟。清风远就垭中出，关号
吕公事亦传”。

达州，因历史上境域联络金（安康）房
（县），翼带汉（水）沔（水），西出渠（县）阆
（中），东下夔（奉节）巫（巫山），地居四达之
路而得名。

古往今来，达城凤凰头这一地名，在达
州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达城自古有“铁打
的凤凰，天生的龙城”之美誉。明代《广舆
录》《舆地纪胜》记载：“（达州）城北凤凰山，
形如飞凤，掩映州城。”凤凰头这个地名，即
源自这只“掩映州城”的凤凰。

曾经的凤凰头，在今小花园的位置，是
一个圆土包，是历代人们眼中意会的凤凰
之“头”。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分
宕渠县东境置宣汉县时，县衙选址今通川
城区凤凰头开始，历为县、郡、州、府治地，
公署、市、县政府驻地。治所坐北向南，即
旧语称“衙门大门朝南开”。

县衙选址于凤凰头，是十分考究的。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堪舆家们（风水先生）
曾在沿河两岸数十里地反复踏勘，如龙爪
塔西、河市成都山等地，最终定址凤凰头。
其理由是：城北凤凰山，犹如一只巨大的凤
凰；东西两侧山势雄伟，犹如凤凰两翼；两
翼的“中轴线”山脊蜿蜒而下经达一中，至
北门大操场（今中心广场），如凤凰颈项；过
钟楼之后，地势逐渐抬高，延至正南街（今
翠屏路）北端，形成一圆形矮丘，似凤凰之
首。整个达城如同在一只大凤凰的护佑之
下。治所乃一方首脑机关，选址凤凰之

“头”处，自然是应有之义。
从今天的科学角度看，旧时的堪舆

家，本质上和现在的地质勘探同理，是有一
定的科学道理的，不能完全视之为迷信玄
学。二者区别在于：古之堪舆家靠的是罗
盘推演、耳目观察，主要凭经验判断山川形
胜之取舍；今天的地质勘探依据的是精密
仪器、历史数据、电脑计算，务求客观分析、
准确判断，不容揣测。

将治所选在凤凰头，以此为中心来建
城，自然是取了吉祥祈福之意。但我们相
信，古之堪舆家、地方官员之所以选址于
此，绝非仅仅局限于形胜之意，肯定对方
位、山脉、交通、兵塞、水流、经济、人口等建
城要素进行了综合评估和认真考量。从地
形看，凤凰山展翅于后，翠屏山拱卫于前；
铁山关、捍城山为西南要塞；雷音铺、犀牛
山为东北屏障；州河“U”形环绕达城，正符
合古堪舆家“聚气”之要，地理内在精神十
足。从方位看，分宕渠县东境置宣汉县，达
州始建城时，辖今达州市东北部及重庆城
口，通川区老城正好处境域腹心，东南有交
通之便。所以，在此筑城，物华天宝，龙凤
呈祥，堪称宝地。

缘于此，自东汉和帝永元二年达州建
城至今，除宋靖康年间至元十七年，州治曾
短时间徙于城东五十里捍城山外，1900 多
年来，任凭朝代更迭、疆域析分，通川区老
城皆为一域之政治中心，凤凰头皆为衙门
所在、权威象征。

凤凰头的衙门均坐北朝南向。《增广贤
文》道：“八字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
来”。为何衙门朝南开呢？从建筑学上说，
中国位于地球北半球中纬度和低纬度区
域，一年四季，阳光都从南面射入，房屋朝
南自然有利于采光。而从文化的角度来
说，中国文化也是特别重视南向的。中国
古代地理学将大地分为九州，早期地图的
绘制一般遵循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方位，
与今日地图坐标方位恰恰相反。历代帝王
的统治权术，被称为“南面之术”。《易经·说
卦传》道：“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礼记》道：“天子负南向而立”；孔子说：
“雍，可使南面”（意思是说他的学生冉雍可
以做大官）。可见南面就意味着皇位官爵

与权力的象征和尊严。所以古代天子、诸
侯、卿大夫及州府官员等升堂听政都是坐
北向南，中国历代的都城、皇宫殿堂和州县
官府衙署均是南向的。

历史上，历代州、郡、府、县治所皆建于
凤凰头东侧。衙门为何不正对翠屏路而
建，而置于凤凰头一侧呢？自然是因为不
能压在凤凰头上，压住“龙脉”。清乾隆年
间，达州知州郭联奎扩建城墙后，环城墙外
挖掘一道城壕，独留北面祖师楼外数丈未
凿，推测也是因为不能挖断“龙脉”。

1976年，因地、市、县三家同城而治，原
达县地区行署和达县、达县市治所皆设于
凤凰头。1950年，设达县专区和大竹专区，
达县专区辖达县、开江、宣汉、万源、通江、
南江、巴中、平昌8县，大竹专区辖大竹、渠
县、广安、邻水、垫江、梁平6县。1953年，撤
大竹专区，达县专区辖达县、开江、宣汉、万
源、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大竹、渠县、邻
水 11 县。1968 年，达县专区改称达县地
区。1976年，由达县设置达县市，达县地区
辖 1 市 11 县，达县地区行署、达县、达县市
同城而治。因达县市人民政府无处办公，
挖平凤凰头的圆土包，在上面修建一幢七
层的办公大楼。1993 年，达县地区析出巴
中、通江、南江、平昌4县设立巴中地区，达
县地区更名为达川地区。1995 年，达县政
府治所迁址南外。

2000年，达州撤地建市，原达县市改为
通川区。达州市辖1区5县（通川区、达县、
宣汉县、渠县、大竹县、开江县）、代管万源
市。2005年，达州市委市政府西迁，原通川
区委、区政府迁至原地委所在地办公。随
后，建在凤凰头的原通川区人民政府办公
大楼拆除，改建为小花园。

凤凰头其名依旧，其形已不复存在。
（注：图片选自《民国·达县志》）

达城凤凰头——千年衙门朝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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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垭仙迹”遗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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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德十年（1515）《夔州府志·达
州》达州城地理图

清乾隆十二年（1747）《直隶达州志》
三属地舆全图

清乾隆十二年（1747）《直隶达州志》
达州城地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