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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重庆铜梁籍擅长写墓志铭和写序的文人颇多，写
得较好的文人有两位：一位是舒表；另一位就是明代嘉靖文坛

“后五子”之一的张佳胤。他不但为著名的《华阳国志》、明代万
历《铜梁县志》和《大足县志》等地方志作序，还擅长撰写墓志铭。

一
为20多位族人、乡党、同僚和文友撰写墓志铭

张佳胤，人称“张宫保”，明代名臣、文学家。在清代，因雍
正皇帝的全名中有个“胤”字，后人就把他改名为张佳印、张佳
允。祖籍湖北德安府孝感县（治所在澴河镇），明嘉靖六年
（1527年）生于重庆府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字肖甫，初号
垆山，后号崌崃山人（亦作居来山人）。早年师从李第（号三
溪）和李第的堂弟李恒，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先后担
任滑县知县、兵部职方司主事、浙江巡抚、兵部侍郎、兵部尚
书，加太子太保衔。他为明朝文坛“嘉靖后五子”之一，著有
《崌崃山集》。他以平乱、保边、修长城、击倭寇闻名遐迩。

据不完全统计，张佳胤一生曾为20多位五服九族、乡党、
同僚和文友撰写过墓志铭。其中，有明代铜梁走出去的高官
舒芹（号月山，嘉靖十年举人，先任奉直大夫、贵州按察使，后
来官至云南腾越州知州），舒芹乃张佳胤亲家舒九龄的父亲，
张佳胤曾应邀为其撰写《明故进阶奉直大夫协正庶尹云南腾
越州知州月山舒公墓志铭》。

另外，张佳胤年轻时，到泸州拜请过当朝状元和有“明代
第一才子”之称的杨慎（杨升庵），恳请杨慎为亡父张文锦撰写
《明故待封君南潨张公墓志铭》（原石刻碑藏于铜梁县博物
馆）。泸州在汉代称为江阳郡，杨慎在泸州实际居住时间为6
年，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
冬。当时，张佳胤正在云南按察佥事的任期中，慕其文采，通
过熟悉杨慎的重庆知府刘绘（字子素）介绍，嘉靖三十六年
（1557年）专程至江阳，恳请杨慎为父亲张文锦撰写墓志铭，寓
居紫房道观，与杨慎载酒往来赋诗互答数日，相交相契。张佳
胤《中宪大夫江西建昌府知府少岷曾公墓志铭》载：“嘉靖丁巳
走江阳，为先府君乞墓铭于杨用修先生。”时间上与墓志铭所
载相合。其间，张佳胤与原江西建昌府知府、泸州合江县籍的
曾玙（少岷先生）也有深入交流，张佳胤曾在曾玙去世28年后
（即万历十三年），应曾玙的家人之邀请，以兵部尚书之尊为其
撰写了《中宪大夫江西建昌府知府少岷曾公墓志铭》。

据清代光绪《铜梁县志·艺文志一》记载：时任明代兵部职

方郎中张佳胤还为自己的长辈、铜梁首富和处士全寅（字时
旸，号前溪）撰写过《处士全前溪墓志铭》，记述了全寅当时捐
资修建全德桥的善举。墓志铭上盛赞全寅，“有磊磊者，而宁
谓弗显。有振振者，而宁谓弗远。豹之革，人之名。没而不
朽，其声彭彭。巍斯累斯，千载乎硕人之隧。”

20世纪90年代，铜梁卫生学校的坡上建商品房时，发现
了《处士全前溪墓志铭》，系迄今为止在铜梁境内发现的张佳
胤撰写的第一块墓志铭。

二
在明代巴蜀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据胡传淮主编《遂宁张文端公全集·卷五》载：清初宰相、
四川遂宁张鹏翮的《大樟祖居》中有“柏沟樟树荫茅庐，始祖由
来卜此居。三派辛勤躬稼穑，百年清白事诗书。宅心忠厚贻
谋在，传世醇良积庆余。佑启后人培福德，莫忘高大耀门闾”
的诗句。此诗注释中有“始祖万公，明初自楚迁蜀，兄弟有三：
一是居铜梁县，至大司马肖甫公(张佳胤)显；二是居安岳县，
至侍御留孺公(张任学)显；三是居遂宁（邑），自明代景泰时期
的姚安太守(张赞)至崇祯壬午年，孝廉科第联绵”。由此可
见，明代铜梁张佳胤与清代遂宁张鹏翮系同一始祖的后裔。

身仕康熙和雍正两朝的张鹏翮，也是一位擅长撰写墓志
铭的行家里手。比如，他身为雍正王朝文华殿大学士、理学
名臣时，曾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撰墓志铭。墓
志铭中称：“国运隆平，文明昌启，惟公学成，应时而起。
振华茂实，发声词林，为麟为凤，如玉如金。简在帝心，
入参帷幄，朝夕论思，曰公所独。鸿文淳质，翼翼小心，
卿才公望，眷荷日深。文章之司，礼乐之府，只手总
持，旋登台辅。有旧有劳，时至引年，进退以礼，公
斯乐全。生受敕褒，殁蒙谥号，善人国基，朝野
所效。”

总之，张佳胤、张鹏翮这两位张家才子，
在明清两代巴蜀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
位。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江津，钟灵毓秀、物华天宝，每人心中都有一张专
属的江津地图：有人画的是工业地标，汽车如变形金刚
在流水线上华丽诞生；有人爱的是菁菁学园，交通大
学、三军医大等名校荟萃，依山傍水好读书；有人钟情
的是田园素描，巴渝新居雕梁画栋，奇花异果枝头斗
艳；还有人勾勒的是吃货路线，津津乐道几江白酒、玫
瑰米花糖……而在我心中，江津是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中山、塘河、石蟆、白沙四大古镇，无不飘散着自古而
来、芬芳馥郁的爱情气息。

“中山定情”

步入沿河而建的、西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商
业老街，看1.5公里的300多间店铺繁华依旧，在笋溪河
畔感受着久违的沁凉河风，遥想昔日盐帮、马帮、船帮、
木帮、米帮在这里热闹穿梭，敬畏着古庄园、古寺庙里
留存的巧夺天工建筑手艺。

厚重的历史催生了刻骨的爱情，这里有刘国江和
徐朝清惊世骇俗的“爱情天梯”：那一年，她俏美如花，
他一见钟情，粗糙沉默的石阶，岁岁年年的坚守，催人
泪下。年轻人慕名而来，在石阶上许诺、定情，期盼着

结发、白首。我的诗友在这里举办山水实景诗歌朗诵
会，他们感伤：“在梯子的尽头，时光缓慢/果子敞开了
它甜美的山峦”；他们吟哦：“台阶上，不仅有玫瑰的云
朵、露珠/虫鸣的潮水/一茬茬落叶被风吹拂。”

南宋和明清时期的古街吊脚楼，一座挨着一座，一
层叠着一层。抬望天空，飞檐翘脊，既有“骑廊式”过街
亭的妙趣，又有“风雨过街楼”的独特设计。走在石板
长街，世代相传的老药铺、老茶馆、老客栈错落有致，见
证历史的沧桑；印染、打盆、打更、打铁、打莲枪等西南
地区“七十二行”民俗文化依稀可寻。

“塘河成婚”

如果说中山古镇让人感受到熊熊的热恋火焰，塘
河古镇就代表爱情的平稳发展期：古镇调子如随心泼
洒的水墨画。天色清朗时，古戏楼台的松、竹、梅雕花
显出往日的奢华；雾气苍茫时，屋顶残瓦让人感叹岁月
的远逝。尽管周围的开发热火朝天，古镇仍淡定优雅：
猫儿在屋檐下睡着懒觉，游人的步子慢慢悠悠，推开居
民的木板门，喝一口甘洌的梅子酒，倚着石龙门庄园的
高石柱发会呆，追忆着旧日的辉煌。

塘河最著名的民俗就是婚俗，它是重庆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包含说媒、做相、开庚、办嫁妆、出阁、送亲
迎娶、拜堂、办筵席酒、闹房、参厨、谢媒等十二个礼仪
过程，礼节繁多，场面恢宏。婚俗花轿、服饰做工精致
考究，婚礼过程充满嫁娶双方的喜、怒、哀、乐，汇集了
儒、道、佛等多种文化；吹打乐极具地方特色，曲词打动
人心。沿河而行的婚轿、精壮的轿夫、盛妆的新娘，处
处漾满原始浪漫风情，一路歌声与喜气，沉淀着古镇深
厚而灿烂的文明历史。

“石蟆求子”

《江津县志》载：“石蟆自元末建镇，因老街下场口
有一巨石形如蛤蟆虎踞而得名。”小小古镇表面无奇，

但有诗云：“历史悠悠清源庙，小小青果誉满江；古往今
来鱼米乡，四通八达奔小康。”道出了它风情别具。

石蟆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庙宇——清源宫，是为
纪念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治水防灾、修建都江堰有功而建，
承载着代代石蟆人对驾驭大自然的渴望，长年香火旺
盛。每年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都有上九庙会，祭祀、川
戏、翻五台、爬杆、舞狮舞龙等民俗活动轮番上演，热闹非
凡。清源宫吸引着小夫妻前来烧香求子，祈祷美丽的爱
情与幸福的婚姻瓜熟蒂落、开枝散叶，谁不愿意生一个大
胖小子在这里幸福地奔跑呢？古镇还有元代老街、江津
唯一的石窟佛像(长江入渝第一佛望江大佛)，望江古墓
群、古挲陀国国王墓葬等，引来游人探寻。

“白沙上学”

白沙古镇的美，在于它有“小朝天门”之称的白沙嘴
码头，在于江边那仅供一两人并行的老街古朴悠远，更在
于它厚重的文化底蕴与书香气息。这里有着全国唯一一
所收门票的中学聚奎书院。奎星主文章，是古代读书人于
文昌帝君之外最崇信的神。聚奎书院始建于1868年，白
屋诗人吴芳吉、辛亥革命烈士卞鼐都曾就读于此。陈独
秀、吴玉章、冯玉祥、黄炎培等人，均来此讲学或参观。

漫步校园，可见旧楼及碑刻古意盎然，院内树木参
天、亭台依依、黑石遍山、白鹤翻飞，曾号称“川东第一
大礼堂”的鹤年堂保存完好，如意大利歌剧院般洋气。
抬头看夫子堂，楹联为“是英雄铸造之地，为山川灵秀
所钟”，更觉得这真是一个读书圣地，在文魁先贤保佑
下，江津的孩子们有灵气有福气，有不可限量的未来。

“中山定情、塘河成婚、石蟆求子、白沙上学”，这是江
津民谚，更串起这份江津婚恋地图。没有经历过真挚爱
情的心灵是苦涩的，没有感受过历史积淀的情怀是轻浮
的，江津之大，山川河流草木如织，从古到今的爱情契约，
在中山的石梯上刻着，在塘河的渔船上飘着，在石蟆的香
客口中诵着，在白沙的学者手中写着，它提醒着我们：若
能相遇相爱，请珍惜！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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