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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山巷，长沙天心区一条几百米
的小巷，紧挨着贺龙体育中心。

回龙山巷在白沙路与芙蓉中路中
间，因此前山形似卧龙，故名回龙山，回
龙山巷的传说故事与白沙井息息相关。

传说远古时期，此地为平地上的一
个村庄。有一天，村里百姓赖以生存的
一股清泉不见了。 村里一对郑氏兄妹，
兄名回龙，妹名白沙，得知孽龙作怪占住
了水源， 发誓要夺回清泉。 在仙姑指点
下，每天中午在水源处掘地三尺，当挖到
第七个中午时， 锄头正好挖在孽龙的鼻
子上， 水喷出地面几丈高， 化为一片汪
洋， 回龙兄妹也被洪水淹死了。 洪水退
后，菩萨感其兄妹舍身行善，将回龙的躯
体点化成山，镇住孽龙，叫回龙山；将白
沙的躯体点化成水井，叫白沙井。

民间称赞回龙为“红龙”，在回龙山
南端建红龙庙以祀，由此有了“红龙庙”
的街名。目前回龙山巷仍有红龙庙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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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龙池、伏龙山、千龙湖、登龙寺、龙洲……

长沙藏“龙”地都有传奇故事

龙年来到，关于龙的吉祥语是不是听到了不少？
中国人喜爱龙这一形象，不仅有着大量跟龙相关的成语、俗语，在生活中

也常见龙的元素。“龙”字地名，承载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也见证着一方土
地的沧桑巨变。在长沙，不管是老长沙的街巷、地标，还是新兴的商业体，都有
不少带着“龙”字的名称。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扫码看视频

“绝美婚纱照片拍摄地，在长沙也能拍出马尔代
夫的效果。”长沙三汊矶大桥南侧的湘江岸边这两年
成了热门婚纱照拍摄地，在这些照片中，三汊矶桥下
郁郁葱葱的小洲成了必选背景。这个洲就是龙洲，由
南北两片组成。为什么两片洲叫同一个名字？陈先枢
道出了龙洲的来历。

以前的龙洲长约1.2公里，平均宽约300米，位于
捞刀河与浏阳河入湘江口的中间。《大清一统志》记
载：“在长沙县西北，和涝塘、浏渭二水，出湘江，有龙
洲。”由于两条河入湘江口相距不到5公里，而龙洲距
湘江东岸不远，就形成了狭窄的河道。龙洲夹于两水

口之间，风光壮阔，景象极佳。
龙洲一直被认为是阻碍湘江、浏阳河、捞刀河三

大河流行洪所在。2005年初，出于行洪的需要，逆流
2公里入湘江的捞刀河口实现截弯取直，入湘江口北
移2公里，正对着龙洲。经水利部批准，拟挖掉龙洲纳
入五合垸综合整治范围， 挖掉的泥沙用于提高五合
垸的地势。2005年7月开始，大型挖泥船开挖，最后
还剩下一个长200余米的“小龙洲”。因许多龙洲老
居民和市民反映，经专家论证后，最终留下一南一北
两片区域，也就是现在的龙洲。五合垸上后来建起的
小区，就是今天的湘江世纪城。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静认为，中华
民族关于龙的传说主要来自龙崇拜的习
俗，这其实是一种人为赋予的文化内涵。

龙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富有象征
意义的神话生物，代表着吉祥、力量和独
立。地名中的“龙”字，往往寄托了人们对
自然力量和神秘力量的崇敬， 以及祈求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愿望。

长沙以“龙”命名的地名非常多，逛
街可以去九龙仓， 放松娱乐可以去化龙
池，爬山漂流可以去龙泉山、皇龙峡，露
营度假可以去千龙湖、浔龙河等，坐地铁
还有龙峰站和湘龙站等着你。

长沙不少楼盘小区或商业项目起
名往往含有“龙”，一方面，因为龙是中国
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神话动物， 代表着
祥瑞、力量和神秘，使用龙元素
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
方面，龙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着富
贵、成功的寓意；此外，龙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内
涵的符号， 可以满足人们
对于传统文化和吉祥如意
的追求。

提到长沙带“龙”字的地名，化龙池一定是大部
分人首先想到的。

曲折迂回的几百米化龙池巷现在是众多游客必
去的打卡地，古色古香的街道里霓虹灯闪烁，正如蓬
勃的年轻人给这座老街带来青春活力。而曾经，化龙
池也是繁华的商业街道，享“长沙秦淮河”之美誉，还
有诗赞曰“漫信古来卑湿地，楼台灯火似秦淮”。

著名文史研究专家、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
先枢先生说起长沙关于“龙”的地名如数家珍，化龙
池、回龙铺、龙伏镇、乌龙庵、登龙寺、千龙湖、浔龙
河乃至湘江江心洲龙洲，他都能将典故历史信手拈

来。2月6日，陈先枢给记者介绍了长沙几处含“龙”
字地名的历史故事。

化龙池位于长沙市芙蓉区老城区内，旧称玉带
街、鳌背街，南起大古道巷，北止人民西路。化龙池
东侧是古善化县学宫所在地，后来有知县在学宫前
横开一路取名“玉带街”。多年后，又有人在学宫屏
墙外开渠道，桥曰“三元”，路曰“鳌背”，池曰“化
龙”。化龙池即为善化县学宫的泮池，化龙池的街名
由此而来。

现在去化龙池巷，仍能看到原善化县学宫残存
的一段照墙，即当时大门外的屏风墙。

【化龙池】 曾有“长沙秦淮河”美誉

【龙洲】 两片分开的洲为什么都叫龙洲

链接

龙体现了对传统文化
和吉祥如意的追求

【伏龙山、龙伏山】 你知道它们在哪吗

长沙市民熟悉的河西伏龙山， 因远望山体酷似
一伏卧的巨龙而得名。因东晋平叛将军陶侃驻扎，长
沙人民感念陶将军平叛让长沙恢复平静， 称他“大
王”，陶军驻扎过的伏龙山也叫大王山。

伏龙山曾以桐溪寺位于此而闻名， 桐溪寺古称
兴国寺，位于伏龙山下，为唐代振朗禅师创建，是唐
代名刹。寺毁后在宋朝复建，名曰伏龙庵，几百年后
再次毁损。到清代重建，因山后桐林茂密，寺前流水
潺潺，改名桐溪寺。1874年，一代名臣曾国藩墓自长
沙河东金盆岭迁葬于桐溪寺后伏龙山。2013年，曾

国藩墓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沙不仅有伏龙山，还有龙伏山，遗憾的是，龙伏

山今天已经消失了。龙伏山就是今天的建湘路，从天
心阁到凤凰台，再到定王台、浏城桥、老火车站，再到
小吴门、松桂园，古时是一条略呈弧形的山脉，古人借
助龙伏山脉筑起城墙，捍卫长沙古城的安全。民国初
年拆除城墙后，修起了一条马路，即今建湘路。如今
山势不再，但龙脉犹存，建湘路仍比相毗邻的芙蓉路
高出数米。 幸运的是这条龙脉昂起的龙首———天心
阁，奇迹般地保留下来，成了长沙的千古名胜。

【回龙山巷】
跟白沙井传说紧密相连

长沙化龙池古街中的化龙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