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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王龙岩”正名

张九阳

我市珠海中路东端旧有龙王庙，冠头岭脚北侧原有王龙岩，龙王庙今已不

存，王龙岩仍在，但有待修复。

人们常说‘龙王”，而罕闻“王龙”，久而久之，“王龙岩”便被讹为“龙

王岩”，则反而不以为然，因此，有为之正名的必要。

笔者近日翻检旧籍，得初中作文簿一本，其中《南江旅行记卜篇是 1947 年

春所作，距今已四十一年矣，该作文为笔者当年游冠头岭、王龙岩亲见目睹的

情景的实录，现撮录有关段落文字于下：

“于山顶流连片刻，乃向王龙岩前进，全是倾斜山路，不久，便到

达目的地，‘王恩周海角，龙气起冠头’之对联现于眼前，字迹雄健而

秀挺。”

据此，足以证明人们所谓的“龙主岩”实系“王龙岩”之误。

顺便一提王龙岩口两侧的这副对联哪是上联哪是下联该如何判别。按照对

联格式的规定，上联的最末一字应是仄声字，下联的最末一字应是平声字，“王

恩周海角”的“角”字是仄声)，“龙气起冠头”的“头”字是平声，因此，上

联是“王恩周海角”，下联是“龙气起冠头”。

再说，这副对联是运用“鹤顶格”拟写的，即把“王龙”二字分别嵌于上

下联的句首，以表明岩名为“王龙”。象这样的对联是不少的，例如四川成都的

桂湖联“桂蕊飘香美哉乐士；湖光增色换了人间。”上下联句首就分别嵌入“桂

湖”二字，又如北海市对联“北国南疆振兴十亿人民伟业；海珠陆宝开发二百

五里山川。”上下联句首分别嵌入“北海”二字。再如石钟山联“石骨耸峰余，

百战河山增感慨；钟山听浪击，千秋名士有文章。”上下联句首也分别嵌入“石

钟”二字。 、

综上所述，既然王龙岩的对联“王”字居于上联之首，“龙”字居于下联



之首，那么，就表明岩名“王龙”应称为“王龙岩”而不是“龙王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