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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豆花霸道，传说皇帝为它题词

作为普遍又普通的地方小吃，各地出名的豆花几乎都
以地名来命名，木洞豆花也是如此。但一位初到重庆的北
方朋友听闻木洞豆花，马上就联想到“洞子火锅”“猪圈火
锅”……想当然地认为是在木质洞穴中点制的豆花或开设
的豆花店。

木洞当然不是洞，而是重庆巴南区（原四川省巴县）的一
个临江古镇。巴县是古巴国核心区域之一，巴人崇拜蛇，所
谓“巴蛇吞象”，巴县不仅有木洞镇，还有鱼洞镇，似乎与古老
的蛇图腾有一丝关系。从金灿灿的黄豆到雪白的豆花，的确
蕴含着东方文化“变异化生”的神秘色彩，也难怪北方朋友会
想象力“开花”。

与北碚豆花近似，木洞豆花也是典型的河水豆花。只不
过，这条河比嘉陵江更宽更大，这是长江。如果北碚豆花的
名声源于吃的人很有名，比如得益于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
的推崇，以及抗战时期寓居北碚的文化名流的口耳相传，木
洞豆花的名气来得更“霸道”，因为它来自皇上的封赠。

民间传说，康熙皇帝有一次下江南微服私访，来到木洞
老街，走进一家豆花馆，见锅里一半是豆浆另一半却是豆花，
也就是说这锅里的豆花一半已熟而一半还生，这是什么手
艺？康熙很是惊奇，品尝之后更觉味香而麻辣，不禁拍案叫
绝，便起身题词“天下豆花独一家”。得此御批，木洞豆花名
声大振，食客盈门。

民间传说多半道听途说添油加醋，甚至穿凿附会。康
熙、乾隆下江南的种种“圣迹”比比皆是，不必深究。但这传
说至少说明，木洞豆花扬名于清康熙年间，可谓历史悠久。

2豆花的流行，见证古镇发展历史

豆花的流行，与地方经济特别是商业繁荣密切相关，这
是豆花视角的社会发展史。

木洞作为古镇，商业滥觞于宋代。《巴县县志》记载，早在
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木洞因商贾往来，茶馆酒肆应运而
生，政府始设税场。元、明、清时期，木洞相继设立了水驿、巡
检司，以及五省会所和美英日代办，商业更加发达，市场更为
繁荣。特别是八洞桥、河街一线，船帮盐帮，挑担纤夫，穿梭
往来，价廉物美的豆花流行于酒肆饭馆，也就顺理成章。

不仅街市，乡间也流行。木洞镇的乡村人家，一直都保
持着这样的待客习俗：进门落座，片刻工夫便端上一碗荷包
蛋，随后便忙不停地推豆花。不久，豆花、腊肉、鲜蔬、泡菜、
新米饭齐齐上桌。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年代，村民居住分散，集市又远，买
东西不方便。临时来客，就推豆花办招待，俗称“磨眼肉”。
豆花不但能让人满足食欲，享受口福，还能养生聚气。连带
碱性的卤水也是宝贝，有清热解毒、防病止胖、清肝舒肺、回
甜止渴的作用。乡下人说不出多少理论，但豆花的种种好处
自然心里明白。

川渝地区的传统豆花都是老三篇：豆花、蘸水、甑子
饭。木洞也没有纯粹的豆花店，只有豆花饭。“木洞豆花饭，
胀得精叫唤”，说的是木洞豆花太好吃了，把人吃得肚子胀
鼓鼓的。

笔者考察中发现，木洞豆花还另有民俗内涵：借推豆花
改变苦命，满足消灾纳吉的心理需求。早年，木洞农村穷困，
小孩得了呴病（咳嗽、哮喘），除找乡村医生抓点草草药，基本
不会花钱送医院。如果久治不愈，母亲就在孩子生日那天挨
家挨户去“拼”一把豆子，然后推豆花给孩子吃，乘机做点老
豆腐，用醋蒸了吃——意思是把厄运推掉，让病魔蒸发。

这也许就是豆花文化的深层内核了，毕竟承载了古巴
国三千年文化血脉。木洞底蕴深厚，有底蕴就有品质，有血
脉就有精神。惟其如此，非遗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3好看又好吃，木洞豆花成为非遗

“又好看又好吃”的重庆市级非遗木洞豆花，当然有传
承。胡炳章、孙碧芬夫妇，就是木洞豆花的正宗传人。

胡炳章（已去世），生于1920年，五岁时父亲去世，娘改
嫁。八岁帮人“编火炮”混饭吃，十岁在木洞箭滩处加入纤夫
队伍找点饭钱，拉不到船就得挨饿。15岁时，胡炳章帮一个
叫胡老四的远房伯伯在八洞桥街开馆子。餐馆主营豆花，胡
炳章在帮工时很注意伯伯的操作手艺，学会了点豆花。
1937年，17岁的胡炳章结了婚，就在八洞桥搭了一间捆绑房
自立门户开起了饭馆。在前人基础上，夫妻二人对豆花的浸
泡、推碾、温度和点水作了总结与创新，即“八好三清”。

“八好”指的是：豆子选好、淘得好、泡的时间把握好、推
时水与豆的比例要恰好、胆水的浓度勾兑好、蘸豆花的调合
要调好、点豆花时豆浆的温度要掌握好、和水要好。当时，
他只用四方井的水推豆花，称为“活水豆花”。

“三清”更是一绝：一是一瓢清，一瓢胆水下去马上豆花出
来，不用筲箕压；二是半边清，锅里一边是豆浆，一边是豆花；
三是上桌清，有时端给食客的是一碗豆浆，食客正要发问时，
豆浆立即变成白花花的豆花，逗得食客哈哈大笑。传说中的
康熙御批难考证，但“一半豆浆一半豆花”还真不是吹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木洞河街豆花最鼎盛最繁荣的
时期。三峡大坝截流后，河街及沿江房屋逐渐拆除，木洞豆
花馆就分散到了各条正街，但其名声和质量不断提升，成为
木洞的一张饮食名片。

去木洞吃豆花 这几家老店你别错过
声名远扬的木洞豆花，让人眼馋更嘴馋。你若去木洞

吃豆花，这几家老店可别错过。
正宗嫡传“胡幺妹”。胡幺妹继承了父亲胡炳章的“八

好三清”绝技，还有好作料、甑子饭、早豆花这些特色。母亲
孙碧芬也时常来帮忙，店面虽小，但干净整洁古朴温馨。店
里从早上到中午，生意都很好。

传统老牌“顺江河水豆花”。老板张勇，技学胡炳章，艺
承母亲杨富珍，传其儿子张韬，祖孙三代一脉相承。船帮菜
和嫩豆花，是其撑门面的品牌。

继承创新“水上漂”。老板李隆伍很有经营意识，师承
何乾宽，是何氏豆花第三代传人。他善于总结、研究和创
新，在选豆、浸泡、磨制、烧点过程中严格要求，遵循科学，每
盆豆花都是客人点单之后才烧豆浆，从而保证每一位食客
都能吃到新鲜、绵实、口感细嫩的豆花。“水上漂”最绝的是，
豆花浮在水面上，绵而不老嫩而不散，皓白如雪，清香悠长。

后起之秀“蒋一碗”。老板蒋治华，是获“中国名店”“中
国面条十家连锁”之称的“蒋一碗”面馆创始人。原本以做
面出名，而今在木洞新河街打出“豆花大王蒋一碗”旗号，又
以一碗豆花再创奇迹。

兄妹创业“老三篇”。老板是薛涛、薛健兄妹。20世纪
90 年代，他们自主创业开起豆花馆，取名“老三篇”，意思
是：豆花馆的宗旨是服务最底层老百姓，热情、周到、实惠。
所以，从早上天刚亮起就有早豆花，晚上也有夜豆花。

“马家飘香”味道有特色。老板王明群，是改革开放后第
一个从农村到街上做豆花的姑娘，当时只有22岁。她从河
街做到石宝街，搬了十多次店面，从事豆花生意30多年，泡、
碾、点都有自己独到的经验和技术。不仅人长得漂亮，豆花
也鲜美有特色，人称“豆花西施”。

木洞豆花在特殊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入选非
遗后，木洞豆花已走出巴南和重庆，辐射云贵川，在北京和广
州等一线城市也有了木洞豆花的招牌，可见其口碑之好，影
响之深。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档案馆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半是豆花
另一半是豆浆的豆花，你吃过吗？

木洞木洞““水上漂水上漂””
传说康熙为它题词传说康熙为它题词

□郑劲松

你见过锅里一半已成豆
花，而另一半还是豆浆的豆
花吗？

我见过，它在重庆巴南区的木洞古
镇。这样的豆花又名“水上漂”，传说
康熙皇帝还为其题过词！

延伸

巫溪探秘巫溪探秘□陈志

“天地灵巫，融水汇溪”。位于巴山南麓、三峡
深处、渝陕鄂交界地的巫溪，不仅拥有重庆唯一的
Ⅰ级水质河流大宁河，还拥有重庆第一高峰阴条
岭，亚洲第一深谷兰英大峡谷，南国第一高山草甸
红池坝。近年来，巫溪如同深宅大院里的美人，养
在深闺人渐识。

十多年前，我曾匆匆造访红池坝、巫溪县城，秘
境巫溪对我而言犹如惊鸿一瞥。前不久，机缘巧合，
我有幸再赴巫溪探寻人文密码。

有一座城门叫“宾作”
巫溪县自东汉建县以来，名称先后为北井县、始

宁郡、永昌郡、大宁监、大宁州、大宁县等。1914年
因县名与山西省大宁县同名，遂改名为巫溪县。

我们来到大宁古城参观。东门面山临水，所面
之山为东山，“东山起凤”居大宁八景之首；所临之水
为大宁河，“秋江月色”亦为大宁八景之一。我们抬
头仰视，只见东门上有两个风化且泛黄的石刻隶书
大字。巫溪同行告诉我们，这两个字读作“宾作”，出
自《尧典》：“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意思是，恭敬地迎
接升起的太阳，以合理的时序指导春季耕作。意在
提醒同僚及后来者要敬事其职，引导春耕，不违农
时，“宾作”二字饱含敬天爱民的慈悲心和仪式感。

“宾作”石质匾额，为当时知县熊登第所书。
现存的大宁古城墙，始筑于500年前的明朝正

德年间，最近一次筑城于光绪年间。清光绪二十二
年（1896年），大宁县刚经历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涝灾
害，墙垮城毁，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危难之
际，江西举人熊登第被朝廷委派到大宁县担任知
县。上任伊始，熊登第微服踏访，殚精竭虑，决定实
行“深挖基脚，条石扣砌，夹墙中实，堤坝护墙，竹龙
护堤”的重建方案。这样修建的城墙兼有“御敌”和

“防洪”双重功能，可谓一举两得。他招抚饥民，利用
赈银以工代赈，重修城墙，工程于次年冬至告竣。熊
登第改四城门之名，东为“宾作”，南为“阜时”，西为

“宣成”，北为“拱辰”。古城的南门和西门虽已湮灭
不存，但其门名却早已烙印在巫溪人心中。熊登第
重修城墙功不可没，光绪二十四年，朝廷下旨，在县
城的西来关为他修建“德政坊”以作纪念。

大宁古城，是三峡库区唯一没有被淹没的城
镇。可以告慰熊登第等开拓者的还有，昔时面积仅
1.2平方千米的巫溪县城已拓展至近10平方千米，
大宁古城和赵家坝、马镇坝二坝新城，一线成簇地铺
展在大宁河西岸、柏杨河南北两岸，以“大珠小珠落
玉盘”的节奏和韵律，演奏“森林之城”“宁静之城”

“灵动之城”的秀美乐章。

有一条大道叫“春申”
夜宿巫溪新县城，我沿着一条贯通马镇坝东西

的平直大道散步，一看交通指示牌，才知这便是著名
的“春申”大道。这条新城交通干线为何取名“春
申”？故事还得从战国时期讲起。

在东周战国风起云涌的政治舞台上，有四大名
臣颇为活跃，他们是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
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齐国孟尝君田文，四位并称

“战国四公子”。春申君黄歇（前314～前238），是著
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曾任楚国宰相长达25年。

为什么“春申大道”会出现在巫溪新城呢？据
《明统志·夔州府沿草》记述，万顷池：“周初为鱼复
国，秋春为庸国地，后属巴国，东汉属楚。”《元末九域
志·附则·名胜古迹》云：“万顷池，《图经》云：春申君
故宅之遗也。”春申君是楚国人，万顷池东汉时属
楚。据专家考证，“万顷池”与巫溪红池坝的隶属沿
革、地理特征高度吻合。换言之，春申君黄歇是巫溪
人，红池坝是他的故里。春申大道，就是为纪念春申
君黄歇而命名的。

遥想烽烟四起的战国时期，黄歇要从大巴山深
处的红池坝，一路跋涉到楚国都城郢都，其艰辛程度
可想而知。黄歇深知道路对于出行者的意义，后来
他到了江南封地，力主修路架桥，他主持修筑的惠山
龙尾陵道至今犹存。

大宁连大江，巫溪通四海。而今，从春申大道沿
高速公路到春申君封地无锡、苏州、上海一带，可实
现“朝发暮至”。

我穿行在华灯璀璨的春申大道，望着五光十色
的街景，听着灵动风趣的巫溪方言，我仿佛看见春申
君黄歇、熊登第、雷说等先贤的身影次第闪现，与遍
山的红叶相映生辉。

“春申”谐音“春伸”，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春申大
道，正在向着春天延伸、延伸……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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