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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涪陵区武陵山大裂谷的大山深处，有一处高
达100多米的刀削斧劈般的绝壁。绝壁中间，有个上千
平方米的岩洞，当地人叫它“巴人洞”，传说古巴人曾在
此居住过。

好友老王是当地人，在巴人洞出生，上小学前一直生
活在洞里。他告诉我，20世纪50年代，巴人洞曾住有8
户人家，共50多人。他们在岩洞旁开垦土地种苞谷、洋
芋，靠岩洞里渗出的地下水生活，几乎过着刀耕火种的日
子。但让人称奇的是，在巴人洞出生的两个孩子，最后都
成了才：一个成了大学生，一个成了部队的少校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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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的端午节，54岁的老王，陪我一起去巴人洞

探险。
巴人洞是一个天然的、巨型的岩洞。原来在武隆县

（今武隆区）羊角区境内，后来行政区划调整，这片区域
被划归涪陵管辖，隶属于涪陵区武陵山乡石夹沟村4
社，地点就在现在的武陵山大裂谷景区附近不远处。

巴人洞在一百多米高的绝壁上，通往外界的路只有
一条。说是路，也只不过是在它左下侧的绝壁上有一道
100多米的裂缝，长年累月，这些裂缝中长出了荒草和
灌木，人们可以踩着树根和草丛攀爬进入洞内。

老王听老人讲，在1949年前的三四十年时间里，村
里为躲地主老财债务的穷人、因躲土匪抢劫或因天灾人
祸没房子居住的人，无奈爬到巴人洞内栖身，过着极其
艰难困苦、与世隔绝的生活。

“最先逃到巴人洞定居的，是一位姓张的穷人。他
为了躲避抓壮丁，一家人偷偷来到这里躲藏并居住下
来。之后，相继又有几家无家可归的穷人搬到了洞内。
洞里有常年不干的天然渗水，他们还在岩洞外下方开垦
了几小块坡地栽种玉米、红苕、洋芋……于是，巴人洞就
成了当地穷苦人躲债和逃壮丁的秘密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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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春，当地一位姓王的人被枪毙。他有个刚

结婚的弟弟，弟弟害怕受到牵连，当晚便和妻子一道，背

着一口破锅和一床旧棉絮，趁着月色悄悄摸进巴人洞躲
藏。第二年初春，这对年轻夫妻生下了儿子“小王”。这
个小王，就是陪我一起来巴人洞探险的老王。

老王从小生长在巴人洞里，小时候连米都没见过，
是喝玉米粥和吃洋芋长大的。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
没见过外面的陌生人。

1966年，当时的巴人洞从武隆的羊角区划归到了
涪陵的武陵山乡。乡政府领导听说，巴人洞里还有人过
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便派人去查看。“这样的恶劣环境
里，居然还有人居住，而且还有好几十人。”前去查看的
人很惊讶。

于是，乡政府在绝壁下的平坝上，为巴人洞居民建
了几幢房子，将里面的8户人家全部迁了出来。那时老
王刚满6岁，与父母一起搬到了石夹沟2社，从此告别了
刀耕火种的生活，老王一家高兴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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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带着我，几经周折进入了巴人洞。洞内崖壁

上，刻着一些神秘的符号和图案。对这些符号和图案，
老王也是一无所知，只是听大人说“是古代巴人留下
的”。

随后，老王指着洞里已垮塌的灶台和简陋设施说：
“这是我家当时的厨房，这里是厕所，这里是红苕坑。当
时，我家的床就安在这里，我们吃的就是这股天然浸
水。人死后就埋在岩口，你看嘛，这里还有10多座坟
……”

从巴人洞搬出来后，老王觉得世界好大好精彩，他
发誓要努力学习。从小学到初中，他的成绩始终是全乡
第一名，最后成了当地的第一个大学生。再后来，老王
结婚生子，有了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庭。

老王每次回老家，都想去巴人洞看看。毕竟，他是
在那里出生的，有感情。但每次回巴人洞，老王总会回
忆起孩提时的辛酸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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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莫小看那个岩洞，那个岩洞出人才哟。除了大

学生老王，还出了一个少校军官……”离开巴人洞时，当
地一位姓张的农民大哥告诉我。

老王告诉我，这位少校军官比他大6岁，是他叔伯

兄弟的儿子，算是他的侄儿，也出生在巴人洞。小时候，
叔侄俩是最好的玩伴。老王的侄儿12岁时，第一次随
父母到武隆县羊角区赶场买盐巴，回家的路上，看到人
们在修建涪陵白涛至武隆白马的公路，他渴望走出大
山，执意要留下来修路。对方答应了，但只管饭不
给工资，让他专门学放炮。别看他年纪小，爆破
技术却学得很快，几年下来，已掌握了一套爆
破技术。一个偶然机会，正在修建816厂核
军工洞的部队首长看上了他，经这位首长举
荐，16岁的他正式穿上了军装，当了一名爆
破兵。后来，他随部队去了外地，从一名小
战士成长为少校军官，如今早已退休。

5
当了少校军官的老王的侄儿，每次回

武陵山乡探亲，都要约上当年在巴人洞
一起长大的伙伴们，去攀爬巴人洞。
看着那些隐藏在巴人洞中的断壁残
墙和儿时玩耍的地方，他感慨地说：

“一般的人都不会想到，在这样恶
劣的环境里，当年还有像我们这样
的人在这里生活过……”

老王说：“正因为我们小的
时候吃了不少苦，所以才养成
了不怕苦、不怕累的品质，这
对我们的成长很有好处。
在我看来，小时候能生活
在巴人洞，是人生的一大
财富……”

后来，我打算再探巴人
洞，但知情人告诉我，为了安
全，景区已将巴人洞封闭
了。最近，听说武陵山大裂谷
景区准备打造巴人洞探险项
目，我一阵激动，期待这一天早
日到来。但遗憾的是，曾陪我一
起探险巴人洞的老王，今年春节突
发心梗去世了。下次再去巴人洞探
秘，注定少了老王的陪同，心中顿生怅
然。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渝东南土家苗寨，寨里红白喜事，必设宴摆席。开席
时间一到，总管登高而呼：“放火炮，请亲朋好友坐席吃饭
啦！”一阵噼噼啪啪鞭炮响，来宾们裹着一身热气，纷纷走
向堂屋或院坝，在临时搭建的大餐厅里，开始了一场短暂
而又热闹的相聚——坐席。

餐桌是从左邻右舍拼借而来的老式八仙桌、新式
麻将桌，圆的方的、旧的新的、红的黑的，各色样式都
有。但不论什么桌子，背对堂屋香龛的那方为“上席”，
对应的是“下席”，左右两方又分左大右小。分清席位，
就好坐席。

坐席不能随便乱坐。如是嫁女接儿媳，堂屋首轮
席，一定先摆给母亲的娘家人。“族亲爷大，娘亲舅大！”
若“家家”（外公）、舅舅等娘亲长辈，还没有入席就座，
总管是不能喊开席、不能吆喝上菜的；其他来客也不能
入座就餐。待这些至亲入席安坐后，其他来客方可择
桌而坐。

坐席的人，虽是临时自愿组合，谁坐何方也没有写姓
标名，但寨人自有分寸把握。围桌而站，岁数大小，一目了
然。年长者被公推入上席。有时老年人之间也会相互谦
让：“你坐你坐，你是哥子！”如有谁，一来便把上席给抢占
了，就会有人指责：“没得章道！”

父子、夫妻不能对着坐席，这是古老的禁忌。道理很
简单，吃饭对着干，居室岂同心？寨人崇尚“孝和”的家风，
在正式场合更要彰显。

一桌8人，待坐齐了，才相邀互请：“来来来”“喝喝
喝”“吃吃吃”。左右兼顾，海碗交碰。谁若闷声不吭，埋
头独拈某道好菜，也会被人鄙夷：“不懂规矩！”一定要先
把筷子在自己的碗沿轻敲几下，一来提醒大家，二来抖
掉饭菜残屑，然后把筷头轻轻点向那个盘碟边沿“卟”地

一磕，面带微笑，环顾四周，发出邀约：“来，大家拈菜吃
哟！”等同桌的竹筷，一起如撮泥的鸭嘴般伸去时，自己
方能挟回菜片。细嚼慢咽，拈速不可过快，要不然也会
被人嘲笑：“嘻，筷子像打连盖！”连盖，是山寨打豆荚的
工具，举起翻转，不停拍下。这比喻，一说就懂。谁若先
吃饱，也不能搁碗起身就走。一定要双手捧了空碗，起
身面向席友，从左到右，一一招呼：“各位慢吃哟！”大家
就会劝道：“莫讲礼，各人要吃饱哈！”“吃饱了，大家慢慢
用！”轻轻搁下碗筷，而筷子又不能架在空碗上。那样的
话，专门添饭的妇女会误认为你还在等饭下肚，立刻就
会舀来一瓢苞谷面大米同煮、黄白相间的“两造饭”。只
能把筷子平放于桌，静坐等候。等同桌最后一个人吃够
喝足后，大家才一起手心向上，不约而同地说：“请！”各
自散去。如是青年人这般懂礼节，席中老者便会抱拳赏
出一句：“落教（守规矩）！”

坐席最怕坐“席口”，就是跑堂送菜上桌的地方。在你
正要举杯痛饮或是低头刨饭时，耳边猛然一声高叫：“抬
菜！”你便赶快搁下杯碗，从送在身边的大茶盆内，双手小
心地端过碟盘或大碗，往上席面前摆放。新菜上敬，旧菜
下移，这是摆菜的规矩。一桌席，常是10多个菜碗盘碟，全
从这席口不停地捧上桌。坐席口的人就成了临时服务生，
很耽搁尽兴吃饭喝酒时间。所以，大多数人不愿坐席口。
如坐上了，也无怨言，乐于奉献。

在山寨坐席还要提防“搞口”。如帮忙添饭的是你的
表嫂表妹等亲戚熟人，那可千万提防她们搞口——趁你低
头刨饭不注意时，她们便从饭盆里悄无声息地扣来一瓢
饭：“老表，慢吃哈！”本来你已吃饱，但坐席是不能剩饭的，
你只得赶紧往肚里塞，生怕落下掉单。这时，表嫂表妹们
就会乘机奚落：“大家看哟！那个好胀得哟，胀了好几桶
哩！”把你挖苦成一只贪吃的猪。众人大笑，令你难堪，但
唯独不能弃碗而逃，只得脸红脖子粗地埋头专心干饭，而
且还要随时叉开五指，密罩碗口以防又被搞口。众目睽睽

之下，一人傻吃夯刨，一定窘极了。这时，席友们都不会离
开，依然围坐着，微笑着安慰：“莫心慌，慢慢吃，我们等你！”

其实，山寨坐席，吃饭搞口，是寨人助兴添乐的一种
特殊方式。老表一年半载难得相聚一次，总要搞些名堂
才好耍。

现在山寨风清气正，除了正常的婚丧嫁娶，
各类花样百出的“办酒”早已烟消云散，但
逢上吃酒坐席，寨人一点也不含糊，
老规矩依然要讲究。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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