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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锅箐，九口锅，九个蜗牛共一窝。谁能识得真龙
地，子子孙孙不落科。”这首在重庆万盛九锅箐流行了几
百年的民谣，道出了九口锅的秘密。

这是一个神话传说。
九天之上玄女娘娘应王母之约，参加蟠桃盛宴。玄

女驾起祥云直奔瑶池。正行之际，下界冲起一股清凉之
气，且充满芳香，滋润肝田。玄女好生奇怪，决定看个明
白。玄女伫立云端俯视下界，但见渝水之南、娄山北面，
岳岗纵横、沟壑交错之地，一峰拔地而起，巍峨横亘南
天。此峰山青林秀、苍翠如碧，俨然屏风。玄女脱口称
道：好一座翠屏峰！

玄女按下云头，降落在九锅箐最高峰翠屏峰上。峰顶
烟霞笼罩，清风阵阵，花香四溢。林间不单长有四时不谢之
花，还有八节长春之草。尤其团团绿云相似的茶树，漫山遍

野。山风起处，茶林清香之气冉冉升腾。玄女心喜：原来这
清凉芳香出自这片茶林。吾若长饮此茶，胜服仙丹多矣。

玄女想采摘茶叶作为赴会礼品。突然，茶林深处传
来一阵悲愤之声：“罢了！罢了！我辈如此苦心修炼，还
不能成其正果，不如毁了茶林，与茶树同归于地下。”

“老哥言之有理，我们精心护理，到头来落个凶多吉
少，不如毁了这茶林，远遁他方。”

玄女闻声看去，只见茶林深处，赤条条躺着九个似人
非人的老怪物。女神仙不敢细看，背过身去，怒斥这九个
怪物：“尔等偌大年纪，为何一丝不挂？光天化日之下，成
何体统！”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非是我辈不懂羞耻，实在事
出无奈，我们九个乃此山中蜗牛，因沾此山灵气，长得日
月精华，日夜勤修苦练，方能变作人形。为求正果，我们

九个不计春夏秋冬，烈日严寒，在此护理茶山。眼看茶树
成林，不想二郎神的哮天犬路过此地。它不仅吃掉嫩芽，
还啃老树。我们与它讲理，它是一条天狼，蛮不讲理，张
嘴就咬。我们弟兄原有遮羞的硬壳，尽被咬得粉碎。还
望女神发慈悲，拯救我们弟兄。”一领头蜗牛如是说。

玄女娘娘听了蜗牛的诉说，心中同情。“尔等潜心修
炼，精心培育茶林，应当成为正果。这样，吾当在此留下
枪台一座，威慑天狼。尔等九个化作九锅，各占一个山
头，好好造化。”

现在九锅箐山上，天狼远遁，可天狼栈道、石轿藏经、
枪台烟云、牛湾戏水和仙女泪泉犹存。站在翠屏峰，俯视
群山，九个蜗牛化作九个山头，其形如锅，专炒神茶。空
中常见异彩，便是玄女脚下祥云。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文旅局）

九口锅的秘密
□令狐克强

明洪武四年（1371年），重庆
卫指挥使戴鼎在南宋老城的基础
上，规划修建的“九开八闭”17座城
门，其中南纪门是一座开门，濒临
长江。这座城门历史悠久，让我们
来细细品味它的今古传奇。

▲▲18991899年的重庆城年的重庆城，，左边是左边是
通远门西炮台通远门西炮台，，右下方是南纪门右下方是南纪门
位置位置，，但是看不见它的模样但是看不见它的模样。。

19301930年的南纪门年的南纪门

19401940年的南纪门年的南纪门

南纪门河街下行道南纪门河街下行道

1 取自《诗经》，城门得名雅致
南纪门的得名很是雅致，它取自《诗经·小雅·四月》：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据朱熹《诗集传》解释：“纪，纲纪
也，谓经带包络之也。”纲举目张，意思是长江汉水波浪滔
滔，统领南方诸河道。借用在这座城门上，形容它位于长
江上游，可以统领中下游，当然有溢美拔高之意。

据史料记载，南纪门筑有瓮城，瓮城又名月城，是城
门外的小城，作为掩护城门之用。没有瓮城的城门，城门
名字直接写在城门顶上；有瓮城的城门，城门名字写在瓮
城门上。有瓮城的正城门，专门另外题写四个字，刘子如
绘制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明确画着：南纪门城门题为

“南屏拥翠”。前两字说明它坐北朝南，后面两字形容它
被满山的青葱围绕，层峦叠嶂。

南纪门筑有瓮城，说明它的战略位置重要，必须加强
防卫。它与通远门一样，是扼守通往川西的陆上城门，没
有长江、嘉陵江作屏障，敌骑可以直达城下，不可不防。

2 熙熙攘攘，老重庆人的生活之门
出南纪门西行走陆路，经过菜园坝，攀登今建新坡到

两路口，遂可去佛图关，经东大路前往成都。但这条路坡
度大，不如通远门出城方便。然而，它每天的人流量，却
不比通远门少。因为，它是本城居民采购副食品的必由
之路，民谚吟道：“南纪门，菜篮子，涌出涌进。”

南纪门江边水深，便于泊船，除夏秋季汛期涨水，冬
春季可与珊瑚坝相连，但没有滩地，河街是依山坡而形
成。江边停的并非广船或木竹排，而是上游沿江来的客
货两运的大揽载木船。它们来自茄子溪、跳磴场、小南
海、铜罐驿，乃至江津、白沙，运载的多是蔬菜水果，有广
柑、红橘、甘蔗，有萝卜、红苕、白菜等大路菜，在江边以篾
笆围栏成场，囤转批零出售。还有大瓦坛或竹油篓装的
白沙干酒、菜油、麻油，在河街起岸出售。

重庆是一座山城，如果把物资搬到城内去，哪怕是最
近的较场口，运费都要增加一大截，还得上税。所以，船
家一般多在船上做生意，老百姓来这里采购，价格便宜不
说，还可挑挑拣拣。离南纪门不远处的西面江坝平滩，有
菜农常年在此种菜，故名菜园坝，也是随行就市，供居民
采买。所以人流熙熙攘攘，进进出出南纪门。

抗战时期，珊瑚坝机场使用频繁，珊瑚坝受到管制，南
纪门河街不能与之连接，船只也不便停泊。南纪门河街不
得不紧缩在码头脚下岸边，虽与通珊瑚坝的堤路相连，规
模却大为缩小，生意便分散到储奇门、望龙门去了。20世
纪60年代初，珊瑚坝东端江边又曾热闹过，萝卜、红苕就
在船上出售，许多人背着背篼买来食用或加工出售。

3 依山而建，城门建在山坡上
南纪门是重庆市政建设的排头兵。1926年，军阀刘

湘驻防重庆，先后委任川军32师师长唐式遵、33师师长
潘文华兼任重庆督办，改重庆市政公所为商埠督办公署，
开始规划开辟新市区。1927年3月，成立新市场管理局，
公布《暂行简章》14条，拟定在城外开辟新市场六区：“以
南纪门至菜园坝一带为第一区，临江门至曾家岩一带为
第二区，曾家岩经两路口至菜园坝为第三区，通远门至两
路口为第四区，南岸玄坛庙、龙门浩一带为第五区，江北
嘴至相国寺一带为第六区。次第开辟，分期进行。”

根据这个文件，南纪门首当其冲，为修筑马路，老城
门被拆除。南纪门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谁也说不清。当
地的老人说，城墙依山而建，城门就在临江的山坡上，易
守难攻。笔者寻求多年，最近获得一张1899年洋人拍摄

的重庆城全景，从方位看，南纪门在其右下角
处，但看不见。据老人言，城墙一直向下延伸

到长江边，遮断陆路，兼可控制江面，

山梁上有城垛，就是没有照片证实。我只得另搜集了
1930年、1940年南纪门拆除后的老照片，附在本文与读
者朋友分享。

1929年7月，南区干道动工，线路从南纪门外宝善寺
起，经石板坡、燕喜洞、菜园坝，绕王家坡而达兜子背，全长
4.67公里。1930年7月实际完成了由南纪门麦子市到菜
园坝的一段，约长2.87公里。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
又修成朝天门陕西街至南纪门麦子市段，名为南城经路，
长约4公里。抗战时期，中兴路落成，连通了上下半城，南
纪门成为重要通道的三岔口。一直到近年长滨路建成以
前，这条路仍是渝中区沿长江贯通东西的唯一主干道。

4 声名远扬，火锅原料集散地
南纪门出名，还与它是重庆火锅的原料集散地分不开。
传说，重庆火锅起源于长江边的船工。为抵御风寒，

他们将不值钱的牛杂碎买来，加以海椒花椒，用瓦罐鼎锅
在火堆上现煮现吃，做成火锅果腹。没想到，后来官绅和
市民都趋之若鹜，并蔓延整个西南。

火锅最时兴的食材首推牛肚，然后才轮到牛肝、牛心
等内脏。火锅风靡，对牛肉的需求大增。菜牛主要来自
贵州及附近的一些产牛县，但是隔着一条长江，如果提前
宰杀难以保鲜。加之江水总有涨落，汛期不能随时过
江。为保证质量，须就近屠宰，南纪门被选作集中屠牛之
地。每天应市的菜牛，提前用木船载运过江，集中到南纪
门河街关一夜。河街每天清晨宰牛，利用江水清洗，分割
后批发。

全城火锅店的伙计，天不亮就要到河街采买食材，其
中尤以牛肚最为抢手，时有抢货纠纷发生。河街边的牛
杂汤锅便宜得很，办采买的伙计都在这里吃早饭。

而附近中兴路川倒拐一带，火锅店一家接一家，莫不
以牛肚为招牌菜，门前悬着“毛肚火锅开堂”的木牌。老
火锅时兴“九宫格”，顾客围坐四周高板凳，一年四季桌上
菜肴满，杯中酒不空。

南纪门的牛肉价廉，但那时也不准宰杀耕牛、病牛，
离乡须检疫上税，于是有人设法偷税。笔者曾听人讲，江
北寸滩有一王姓船民，女儿王家春十八九岁，勤快能干，
她白天煮好几人的饭菜，夜里的活路就是负责偷运水牛
过嘉陵江。小女子与熟人相约，半夜从三家滩上船。三
家滩对岸沙溪是碛坝，小船划上水吃力，他们登岸后泊船
步行，赶着牛走到海棠溪搭别人家的船，过长江到珊瑚坝
起岸。必须在黎明前赶到南纪门码头城墙边请人屠宰，
抹上黄桅子水冒充黄牛肉，价格比水牛肉高。

1949年后，旧城马路不断改造，修通了长滨路，并打
隧道与嘉滨路贯通，南纪门四通八达，交通要道作用日益
突显。近年，这里开通山城第三步道，其下端出入口就在
南纪门，游客常年络绎不绝，成为网红打卡点，红男绿女
爬上爬下，带来欢歌笑语，使南纪门焕发了青春。
（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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