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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先民很早就知道饲养家禽家畜，开始享受高蛋白高脂肪。据清道光年间《重庆
府志》《夔州府志》记载：明清时期，巴渝地区的养殖业已能提供猪、牛、羊、鸡、鸭、鹅，逢
年过节“打牙祭”，把吃肉称之为“吃朒朒”。

板辽湖下观音庙
□徐峰

万盛经开区青年镇板辽湖，在春旱中
湖水消落了，露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小房
子，矗立于滩涂之上，孤零零守望着那片黄
蓝的图画，令人好奇，令人神往！

经打听得知，那是一座曾经淹没于湖底
的观音庙，便前去近距离打探。只观音庙底
楼砖墙部分和瓦屋面还比较完好，只是二楼穿
斗结构部分的竹片夹墙已经消失殆尽，只剩木
柱穿枋等框架，进屋得见大约五米开间、六米
进深的一间小庙到处都是沉淀和裹挟着的淤
泥，屋内散落着一地从二楼落下的木楼板，一
层房屋的后墙是建在一尊山石之上，借用山
石的突起搭设了神台，神台左右各有一块条
石，右边一块镌刻“宝石出色”四个大字，后面

一块石板上刻有许多文字，因时隔久远仅存少
量碑文可以辨认，依稀看见有蓝家两个毓字辈的

人名，可喜的是落款时间还较为清晰：“嘉庆七年
（1802 年）九月中浣”。后墙上另外还刊有两块石
碑，有一块残缺了一半，只剩下蓝正辉、冯兆华、陈
德贵、罗祥年、令狐明栋等二十四个名字；另一块比
较完整，刻有“总领：陈文亮、蓝大定，会首：犹其祥、
陈天宝、蓝光孝、犹才华、陈德贵，落款为同治七年

（1868年）六月上浣”。从这些碑刻可以推断，观音庙
建于清代嘉庆七年以前，最早参与建庙的蓝家人，距
今已有七八代之隔，证明这个观音庙已有两百多年
历史了。

相传，观音庙的开创人曾经梦见两条蛇飞到后墙
那山石上，出现如来佛祖和观音菩萨的七色光影，便
以石为基建了观音庙，供奉如来和观音，祈求护佑板
辽一带的风调雨顺。基座右面条石上镌刻“宝石出
色”，为如来、观音七色光影幻化的写照，亦可视为宝
石上来蛇的寓意，印证了建庙由来的传说。

82 岁的蓝远银还讲述了一个有名有姓的真实故
事。石林镇一个叫张海的人，在观音庙石头下诱捕两
条蛇出卖后，家中就出了不少的怪事，家人不得不用稻
草编成两条蛇形，外用白纸裱糊，画成蛇身送还该处，
同时请先生收拾后才得以平息。

板辽湖淹没之前的板辽坝，曾是水草肥美、土地平
整、五谷丰登的富硕之地，几百亩良田横亘其间，一条小
河由南向北穿过，连接渝南黔北的盐茶古道与小河并行
穿行，一座小石拱桥连接小河的东西两岸，很多民房和
商铺排列两边，俨然成了古道之上的幺店子。明清时期
就有秀才蒋炳铭、举人蒋燮奇等先贤定居于此，犹家富
豪还在赵银窝修建了一座雕梁画栋的三合院。解放初
期，板辽坝还是贵州省桐梓县十区板辽乡乡公所所在
地，有一座观音庙镇守平安则不足为奇。成立重庆市南
桐矿区后，板辽坝划归青年乡管辖，曾修了板辽大桥和
引水渡槽等基础设施，兴建供销合作商店、学校、村委会
办公室等服务机构。2009年修建板辽湖水库搬迁，全部
房屋都被拆除，唯剩观音庙，神奇的是被湖水淹没十多
年依然屹立不倒。

观音庙靠后搬迁到了赵银窝山脚重建，规模差不
多也是五米开间、四米进深，除了原有的如来和观音以
外，还增加供奉了龙王、药王、财神、文昌、山王、坛神、
泰山、土地等菩萨，并巧妙地将原来的木刻菩萨隐藏
于新的菩萨塑身之内。

如今的板辽湖水面辽阔，风景优美。曾经的盐茶
古道已被板辽到石林的公路所代替，青燕公路、环湖
公路、板辽到星台的乡村公路四通八达。板辽湖担当
了为煤电化基地和青年镇供水的主要功能外，还依
托板辽湖打造了溱州桥、金沙滩、奥陶纪亲水旅游度
假区等旅游设施和观光景点，周边的板辽茶场、水上
旅馆、农家乐等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当地百姓曾
经期许神灵的护佑，如今却是更多地依靠党的好政
策和乡村振兴的良好产业导向，为板辽明天的腾飞
插上了新的翅膀。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万盛板辽湖万盛板辽湖

你知道巴渝地区杀猪匠你知道巴渝地区杀猪匠
为啥奉张飞为鼻祖为啥奉张飞为鼻祖吗吗？？

□□杨耀健杨耀健

小席棚中大买卖
在巴渝先民的肉食品中，吃得最多是猪肉。吃肉容易，杀

猪却一点不容易，于是杀猪演变成一个专业领域。在农村，一
般都有专门宰猪的师傅，村民要杀猪的时候，都会请他们来帮
忙。早在汉代，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屠宰及加工业也随之
兴起。从隋唐至清末，屠宰及肉类加工业发展很快，宰商、贩商
不断增多。民国初期，因水运而兴的重庆已迈入现代城市格
局，市民逾20万，对肉类的需求日益增加。巴县、璧山、荣昌、大
足等县不时有生猪运来，尤以荣昌数量最大。

在没有建成自来水厂前，本埠屠宰场分布在长江、嘉陵江
边，既便于卸货，也便于清洗。早年屠宰场设备简陋，在竹棚、
席棚内放一两个木制宽板凳，架几口大锅烧开水，备几只箩筐
用于盛放分割的肉块，便可以运作。麻烦的是汛期涨水，有时
半夜三更要搬迁，一应家什器皿都要搬到坡上去，退潮后又弄
回来。那时老市民鄙薄内脏，说是“下水”，故而牛肚猪肚、牛肝
猪肝、猪腰猪头的售价比肉低。

猪肉批发市场在石灰市，不少零售商就近开店，街道两边
肉店扎堆。据资料记载，1945年市区旺月每天宰猪500头左右，
淡月每天300头左右，全年约13万头。没有冷藏库，现宰现卖。
新鲜肉上午贵，过午逐渐降价，到傍晚收市时肉价最低，当然好
部位的肉都卖完了，没得挑选，但贫民此时去买划算。

巴渝农村养牛历史悠久，一般却只用于耕作和劳役，没有
专供食用的菜牛，须依靠收购贵州的菜牛、附近县区的老弱病
残牛。为保证肉质鲜美，须就近屠宰，南纪门被选中作集中屠
牛之地。从贵州和附近农村收购的菜牛，提前用木船运载过
江，集中到南纪门河街关一夜。次日清晨宰牛，利用江水清洗，
分割部位应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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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奉张飞为鼻祖
由于张飞早年以杀猪为业，忠勇双全，屠宰业就将张飞奉

为鼻祖。每年农历八月廿三，大家都要会聚一堂祭祀张飞，称
为“张爷会”，是日必排盛宴，雇请戏班子演唱三国戏。

1935年成立重庆市屠商业同业公会，有会员2000多家，宰
商约40家。1943年成立重庆市屠宰股份公司，其中公股30%、
私股70%，由社会局管理，同业公会会员可优先入股。同年10
月公股退出，更名屠宰股份有限公司。到1945年，同业公会有
会员、农商l600余家、宰商43家。

民国年间，屠宰业茶馆设在张飞庙，即原中华路第二实验
小学内。这家茶馆是屠宰从业者日常议事之地。据文史老人
讲，张飞庙有正殿、偏殿，回廊抱厦的正殿大门上，悬挂一块“万
古流芳”匾额。廊柱上有一副楹联：“雄赳赳吓碎老曹肝胆，眼
睁睁看定汉室江山。”正殿塑有张飞像，黑脸怒目，双手叉腰。
左侧设有红边黄色牙旗四面：大汉干城、熊虎之将、万人敌、桓
侯。右侧用木架装入一柄生铁铸造的丈八蛇矛。

每天一早，各家管事齐聚张飞庙茶馆，当天怎样分配生猪、
怎样定价、怎样分担附加的教育费等杂税，喝茶时大家要讲清
楚，免得扯皮。遇有纠纷，大家协商调解。

从业人员手艺高
操刀师傅俗称“杀猪匠”，其实也杀牛，有技术，手艺高。操

刀师傅的标准装备，是自备一条皮围裙，开工前系上。功用不
同的刀具一套，外加磨刀石。各自的刀具概不外借，怕沾晦
气。他们大多集中在大阳沟、正阳街一带待雇用。雇主来说好

数量、报酬，他们便跟着走。
操刀师傅的特点是快、准、狠，善于找准牛、

猪的心脏，一出刀必然见红。《庄子·养生主》写
道：“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
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这就是语文课
本中《庖丁解牛》的故事。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曾
为屠宰业师傅写下一副对联：“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斩断是非根。”

大户人家杀年猪，要请师傅上门服务，除给
工钱外，还送猪内脏。宰杀时现场有人帮忙，牛
脚有人代捆，肥猪有人代为按在条凳上。但是师
傅杀猪后要在猪脚开口，用嘴将猪儿吹胀，便于
去除猪毛，久而久之，肺功能要损伤。加上他们
一般都吸烟喝酒，长期处于亚健康。

肉贩也有故事。小肉店不愿雇用伙计，老板
亲自站台，其中不乏高人。有一位姓汪的小老
板，江湖人称“汪一刀”。顾客要买一斤肉，只见
他老兄将切肉刀在磨刀石磨一磨，随手一刀就是
一斤，不多不少。有个好事者不信，与汪老板打赌
——要割五斤肉，若是刀准，顾客加倍付钱；若是
不准，汪老板加倍送肉。有寻找新闻的小报记者
路过，愿意做证人。汪老板问那位挑衅者：“先生
是否当真？”那人点头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汪老板呵呵一笑，手起刀落，割下一块肉扔在案板
上。打赌者拎着肉走遍市场的公平秤去约秤，分毫
不差，只得加倍交款，落荒而去。

芝麻开花节节高
1950年，重庆市合作社联合社成立，开展生猪

兼营业务。1953年市联社成立肥猪经营部，有职工
100多人，屠场、加工厂各一个，在市中区主要菜市场
设立5个门市部。1954年初，中国食品公司重庆市公
司成立，各区先后组成直属商店，后改为区食品公司。

1956年，第一座肉类冷冻库在南溪口建成。
1958年，重庆肉类联合加工厂在茄子溪建成投产。此
后，全市又新建和改扩建一批肉类加工企业，上万吨的
冻猪肉曾调运外地，并销往香港和苏联。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提高生猪收购价，农民养猪
积极性高。据重庆市第二商业局统计，到1985年已突破
百万大关，主城区收购生猪219万头，销售135万头，屠宰
ll4万头。永川以及万、涪、黔地区划归重庆，各区县都拥有
了就地屠宰及加工的能力，极大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各肉联厂加工设备不断更新，普
遍采用电光麻电、梯形传动麻电、V型电麻输送机等方法，
电击后再宰杀。烫猪机代替了锅灶，机器代替手工剥皮，分
割采用往复电锯、圆盘桥式电锯。加工出口产品的肉联厂
还安装了洗猪机、产品同步检验装置，达到国际注册的工艺、
卫生标准。

新世纪以来，重庆国营屠宰及肉类加工业技术装备水平
提高，加工量增加，品种增多，产品质量显著提高，迅速发展
成为重庆食品工业的第一大行业。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也千
方百计增加销售量，占据了肉类市场的半边天。岁月多情，山
城民众祖祖辈辈梦想多年的敞开肚皮“吃朒朒”，终于在改革
开放年代成为现实。

（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 图片由作者提供）

..旧时代肉旧时代肉
少少，，顾客购买分顾客购买分
量也少量也少，，围观者围观者
却多多却多多。。

早年的屠宰业奉早年的屠宰业奉
张飞为祖师张飞为祖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