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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母城文化故事—渝中人文探寻之旅
大型征文活动启事

重庆母城渝中，历史源远流长，人文积淀厚重，巴渝文化、革命文
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在人们记忆中印刻成独特的文化符号。为
探寻渝中灿烂人文历史，大力挖掘、传承、弘扬母城诚信文化，让更多人
感受母城历史的厚度，《重庆晨报》副刊部联合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共
同推出“重庆母城文化故事——渝中人文探寻之旅”大型征文活动。

征文作品力求突出母城诚信文化内涵，挖掘更多历史故事，呈现
更多文化元素，讲好渝中故事，传承文化价值。作品以母城渝中的人
文、历史、地理、典故为创作目标，强调纪实性，要求史料扎实、考证准
确、故事引人入胜。

征文以发现和传承诚信文化为主题，面向社会
公开征稿。稿件字数1000～4000字，配图作品优先
采用。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单位或协会、地址、
电话、身份证号码、开户银行及账号等。一经选
用，即付薄酬。

征文活动时间：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活动结束后，将评出优秀作品并颁发奖
金和证书。征文作品将集辑成册，版权归活
动组织方所有。

投稿邮箱：cqcb2023@sina.com
cqcbgsh@126.com

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 《重庆晨报》副刊部

在酉州，人人都晓得稻花鱼，个个都
爱吃稻花鱼。秋高气爽的季节里，一盘
稻花鱼抵得过世间任何美味。

在农村长大的人，记忆里都有一丝
挥之不去的稻花鱼香味。曾多少次梦
回故乡，梦见母亲又炒了香喷喷的稻花

鱼，浓浓的鱼香味扑面而来。猝然从梦
中醒来，梦口水湿了半个枕头……

稻花鱼是在田里生态放养的鲤鱼、鲫
鱼、草鱼等养殖鱼的总称，习惯于稻田里
自然生长，喜食散落在稻田里的稻花，故
名稻花鱼。每年春季水稻插秧后一个月，
选择体健强壮的小鱼苗，一亩稻田放150
到 200 尾鱼苗。稻花鱼习性活泼，喜群
居，可把稻田里散落的稻花、杂草和害虫
当成鱼食，排泄物自然也成了水稻的肥

料。立秋后，谷穗成熟，稻花鱼也刚好长到
三四个指头大，田野里处处呈现出一片稻
香鱼儿肥的喜人景象。这时，就可下田抓
鱼了。

准备一个竹编的鱼篓挂在身上，或找
一个网鱼漏筲更好。若喜欢赤手空拳抓鱼，

那就更刺激有趣味。在稻田里小心翼翼地行走，
一路走一路赶鱼一路抓鱼。水中的鱼儿像个淘气的

小精灵，东躲西藏左奔右窜。抓鱼的人会把鱼儿赶进
一个泥凼凼，一群鱼儿在里面扑腾跳跃，那就可束手就

擒了。抓了一条又一条，鱼儿拼命扑腾，溅了一身泥水也
全然不顾。

稻花鱼的烹饪也有讲究。将田里抓来的稻花鱼放在清水
里洗个澡，吐出腮内的淤泥，去掉一些泥腥味，然后捞起来冲洗

干净。接着从背部剖开鱼身，抠净鱼鳃取出内脏，此时千万不可
用水冲洗，须带血抹上食盐、花椒腌渍，用菜油炸至金

黄捞出。再用生姜、蒜片、辣椒等回锅爆炒，再放
一点香醋和料酒去腥，一点生抽和酱油着色，
少许白糖提鲜，翻炒几分钟后，加一点山泉水
稍稍炖煮后收汁，装盘时撒一些四季香葱，一
盘色美味香的稻花鱼就出锅了。菜钵里火红
色的辣椒、金黄色的稻花鱼、翠绿色的四季葱，
香气扑鼻的汤汁色香味俱全，既有视觉上的美

感，又有嗅觉上的诱惑，更有味觉上的香辣。
还有一种酉州土家特有的稻花鱼做法。将收

拾好的新鲜鱼在阳光下晾晒一下水分，鱼肚里填
满调和均匀的苞谷粉、糯米粉或小米粉，码入土坛
子里密封发酵一月左右，做成风味独特的土家酸
鱼。腌制出坛的酸鱼色泽暗红，酸香诱人，取出用
热油中火两面慢慢煎透煎香，再放辣椒姜蒜一起

煎炒出锅，那酸爽悠长，香辣脆酥，实乃
酉州食中一绝。

（作者单位：重庆市酉
阳县招商局）

酉州
稻花鱼

□黄大荣

他诚信忠厚 明太祖赐名为“义”
2008年春夏之交，媒体报道了一条新闻，说是考古人员

发掘出了一块墓葬神道碑残碑，考证出为蹇义及其妻儿墓地
的遗存，残碑刻字与《明史·蹇义传》完全吻合。于是联想到
《重庆历史名人典》对蹇义的生平简介，加上久有所闻的渝中
母城内天官府、蹇家巷、蹇家桥相关传述，蹇义由此进入我的
关注范围。

十几年一晃逝若云烟，如今传扬母城文化，我又重新关注
蹇义。找来《明史·蹇义传》认真读了，并从网上查阅到一些相
关信息，我才真切感悟到，蹇义其人其行、其德其风确堪称一
代楷模，罕可比肩。尤其联系尊为“天官”的来龙去脉，我已敢
推断，兴建鸿恩寺近乎非蹇义莫属。

蹇义(1364~1435年)字宜之，巴县(今重庆市）人，初名瑢。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1385年)，时年21岁的蹇瑢考中进士，任中
书舍人。他居官勤勉，“奏事称旨”，深得朱元璋赏识。某一日，
朱元璋问他道：“汝蹇叔后否？”读过《左传》的人都晓得，蹇叔又
叫百里奚，乃春秋时期辅佐秦穆公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国
人历来讲究门第和出身，如能同蹇叔攀上亲缘血统承祧关系，
当是不少人巴不得的事。蹇义却不肯随口打哈哈，顺着竿子往
上爬，而表现为“顿首不敢对”。于是“帝嘉其诚笃，为更名义，
手书赐之”，从此叫蹇义。朱元璋所看重的诚笃，基本意涵为诚
信忠厚，历来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品格。那以后，蹇义历仕
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一直身居显位，正品立
朝，忠诚宽厚，竭尽股肱，验证了朱元璋未曾看走眼。

他公忠体国 经六帝仍屹立朝堂
惠帝朱允炆在位时，蹇义擢升吏部右侍郎。成祖朱棣登

基后，蹇义先迁吏部左侍郎，继而再迁吏部尚书。这种升迁，
可不简单。明朝的职官制，与唐宋有区别。起初仍设有丞相，
但自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后，就不再任命丞相，
并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式诏令“国家罢丞相，设府、部、
院、寺以分理庶务”。同时还撤销了中书省，规定吏、户、礼、
兵、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中“吏部尚书表率百僚，进
退庶官，铨衡重地，其礼数殊异，无与并者”。成为吏部尚书的
蹇义，实际上相当于当朝最高行政长官。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封蹇义兼太子詹事。永乐七
年(1409年)朱棣“巡北京，命辅皇太子监国”。那一年，蹇义
45岁，就肩负了大明王朝辅佐皇储、监理国务的头等重任，
既体现出朱棣对他的信任程度有过于朱元璋，又预示着他
的德才究竟如何将得到检验。《明史》本传并没有引事详
述，只是概括地突出了两点：一为称其熟悉典章制度，通晓
治理方略，“军国事皆倚办”；二为点出户部尚书夏原吉与之齐
名，朝野合称为“蹇夏”，从而反映出他非但不擅权，还善于与
其他的重臣相互支持，通力合作，并且得到了朝野内外的信服
和钦佩。

至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炽即位，为仁宗，“念义监国时
旧劳，尤厚倚之”。这在皇权专制社会里，相当于是“相父”之
尊了。但他决不一尊脸就变，仗势欺人，反而对老搭档夏原吉

“尤重厚”。时任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的杨荣
出于忌妒，私下对仁宗说蹇义的坏话，仁宗未予理睬。蹇义知
道后，不仅没有以牙还牙，趁势对杨荣落井下石，还对仁宗说：

“荣无他。即左右有谗荣者，愿陛下慎察。”两件事集中地展现
出，蹇义无论自己的地位多高，权势多重，也无分亲疏，他一概
秉持公忠体国，宽厚待人，决不搞权谋诡诈、拉帮结派的事。

宣宗朱瞻基即位之后，对蹇义“委寄日重”。

御赐“天官府”
他建鸿恩寺感恩报答

至宣德七年(1432年)，宣宗下诏在
北京文明门(今崇文门前身)内赐给他
一座府邸，在重庆通远门内也赐给他一
座府邸，并御赐楹联“祈天永命天官府，
与国休戚国老家”。所谓“天官府”，原本
是西魏恭帝三年(556年)专为大冢宰卿设
置的一个官府，以显示“五府总于天官”。
宣宗对蹇义如此赐府赐联，无异于宣示，蹇
义这个吏部尚书就相当于西魏的大冢宰卿，
居百官之首，实当世“天官”，其“天官府”永世
罔替。这样的恩荣，旷明代独一无二，对于蹇
义及其家族，属天大的鸿恩。

那一年，蹇义刚好70岁，受领鸿恩，必当举
家感念，必当诚笃报答。他本人仍在北京供职效
力，既不敢也不宜在帝都北京大事声张，招惹物议，
又一定要寄托感念报答当今皇上天大鸿恩的拳拳心意，
指令其儿辈在重庆辖区内寻觅一块风水宝地，兴建一座鸿
恩寺，那简直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事情了。

蹇义辞世于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初(1435年)，“年七十三，赠太
师，谥忠定”。盖棺定论，《明史》本传作有评价：“义为人质直孝友，善处
僚友间，未尝一语伤物。”还特别引述当朝首辅，与杨荣、杨溥合称“三杨”的
杨士奇的赞语：“张咏之不饰玩好，傅尧俞之遇人以诚，范景仁之不设城府，
义兼有之。”张、傅、范三人均为北宋时期著名贤良，他们的美德蹇义兼而有
之，留给后人的楷模价值岂容忽视？

蹇义辞世于北京，归葬于重庆，自然体现落叶归根。但其本人及妻儿的墓
地都选在大竹林龙凼山，却大有深意存焉。解码就在两座山名。鸿恩寺在龙脊山，
墓葬地在龙凼山，两山处在同一条轴线上，并以“龙”字起头，方位朝向北京，思君念君、
感思报恩之意不言而喻。次字一为“脊”，一为“凼”，又寓意着高低尊卑，君臣大义。由两
山遥连，合构成了蹇义及其妻儿生前身后、世世代代都要铭记、答谢皇明君恩的一派深情，
其精魂就在诚笃两个字。而今而后，人与人之间都该讲诚笃，理当还是天经地义。

蹇义可谓是由正史彰显诚信忠厚品格的巴渝第一人，仅凭这一点，就该对蹇义报以更多
敬畏，作出更多传扬。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知名文化学者）

在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有一座城门名为通
远门，门内不远处有一条街，叫天官府街，“天官府”
得名于重庆一位名人——明永乐朝吏部尚书蹇

义。有明一代，蹇氏家族在重庆影响极大，时称“蹇半城”。
重庆母城渝中区除天官府外，太师坊、莲花池、蹇家巷、蹇
家桥等，皆因蹇氏而得名。岁月沧桑，人世变迁，那些朱
楼碧瓦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仅留下坊间传说和
古老的地名，悄悄述说着蹇氏家族繁盛的过去。

明太祖为他赐名，明宣宗赐他“天官府”
渝中区太师坊、莲花池、蹇家巷、蹇家桥等地名，皆因他而得

巴人蹇义凭什么
历经明初六帝而不倒 □蓝锡麟

天官府街因历史名人蹇义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