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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塘两尊石：一个被树缠一个如刀切
□庞国翔

本是去吃喜酒，不料长了见识。
一个星期天，住在乡村的表哥、表

嫂家嫁女，宴席在家里举办。对不少山
村农家而言，男婚女嫁是一件盛大喜
事，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和活动，因此
通常会邀请亲朋和邻居来帮忙。于是，
我和妻子在星期六一大早就提前去了
他们家。在帮忙任务分工上，我主要负
责厨房的物资管理。上午10点左右，新
郎家送来了很大一块猪肉。为了筹备
本次婚宴，表哥、表嫂家里杀了300多斤
重的一头肥猪，肉食完全足够。我弄不
明情况、摸不清底细，就疑惑地问表嫂：

“嫂子，你家里面已经杀了猪的呀，还让
男方拿些肉来干啥？”“不是肉多肉少的
问题，这你就不懂了……”表嫂娓娓道
来，我随之豁然开朗。

原来，这叫“离娘肉”，是乡下结婚
民俗的一种礼物。就是在娶亲的前一
天或娶亲时，男方需要准备一块或一些
猪肉给女方送去。最简单的解释是，女

儿是娘的心头肉，当女儿出嫁时，娘会
感到不舍。为了表达这种感情，男方在
迎娶前会准备一块或一些猪肉作为礼
物送给女方家，象征着对娘家失去女儿
的补偿。

“离娘肉”习俗的由来，有多个版
本。其中一个版本讲述了张家和王家结
亲的故事。相传，古代有个小村子里住
着两户人家，一户姓张，一户姓王。张家
的儿子张贵和王家的女儿秀英，从小青
梅竹马。当张贵和秀英分别长大成了大
小伙、大姑娘，秀英娘却有顾虑：张贵花
钱大手大脚，好家境也遭不住大挥霍呀，
更别说小家庭啦。为了让未来的女婿养
成勤劳而节俭的好习惯，秀英娘提出要
张贵自己养两只活鸡、一对活羊、一对活
猪、一对活牛，作为迎娶秀英的条件。

为了达到这些条件，张贵辛苦劳作
了三年。秀英娘很受感动，高高兴兴地
答应了张贵和秀英的婚事，并在张贵和
秀英结婚当天，把张贵赠送给自己的那

些鸡、羊、猪、牛等礼物原封不动地陪送
给了小两口。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张贵
如梦初醒，对自己之前的恶习懊悔不
已。为了感谢秀英娘对秀英的养育之
恩和对自己的教育之情，张贵特地上街
买了一块肉赠给岳母大人。

一传十、十传百，这件事很快就在
十里八乡传开了。为了让新郎都知道
勤俭节约，别的家庭也效仿秀英娘，在
迎亲的时候，叫女婿给丈母娘家送块
肉。从此，“离娘肉”就形成了习俗。

“离娘肉”的选择有讲究，多为五花肉
或后腿肉。在表哥、表嫂所在的七曜山
区，渝鄂交界地区的传统婚嫁中，“离娘
肉”一般选择“带骨、带皮、五花三层”结构
的肉，俗称“五花肉”。五花肉，又称肋条
肉、三鲜肉。它位于猪身上的腹部，脂肪
组织很多，又夹带着肌肉组织。其构成是
一层瘦肉、一层肥肉间隔着，瘦肉红白分
明、色泽鲜艳，肥肉厚度相当、肥而不腻，
是做红烧肉、蒸咸菜烧白等的最佳选择。

名震大江南北的“东坡
肉”，就是用五花肉做成的
红烧肉。

“离娘肉”在数量上也有
讲究。有些地区习惯送一块，大
小不等，小的有几斤，大的有十
几斤甚至几十上百斤。不管数量多
少、块头大小，都讲究数字吉利，一般取
双数。如 22，象征着“二逢喜，喜上加
喜”；44，象征着“四季发财，事事如意”；
66，象征着“六六大顺，牛气冲天”；88，
则象征着“八面威风，发了又发”……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如
今，“离娘肉”这一习俗仍在一些地方保
留，成为民间姻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在我看来，它不仅蕴含着传统婚俗
礼仪的情意和韵味，还赓续着勤俭持家
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正所谓——离娘
肉骨情深深，终身不忘娘的恩。女是娘
的心头肉，牢记勤俭奔前程。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离娘肉 □牟方根

一
汽车停在津綦公路边上，下车就能

看到一条溪流，叫清溪沟，当地人又叫
清溪河。这条溪流从江津的清溪大堰
流出后直奔这个叫三角塘的地方，与另
一条叫蟠龙溪的小溪汇合，形成一潭不
大不小的三角状的河塘，当地人叫它三
角塘。

我们站在小溪边，就可看到对面
斜土草坡上，兀立一尊巨大的石包。
这石包对称断裂，断裂面平整如刀切，
切面上有八个方方正正的门孔，其中
有四个是长方形、四个是正方形，五个
门孔很深、三个门孔较浅。一句话，这
八个门孔就是在这巨石平整的断裂面
上开凿而成的。

我一看，就明白这其实是汉代崖墓
墓穴，当地人俗称“蛮子洞”。但在这单
体巨石的断裂面上开凿整齐的“蛮子
洞”实属稀罕。断裂面平整如刀削不便
攀爬，人工开凿墓穴是很困难的。巨石
的断裂应该是因雷电所击或山体泥石
流滑坡相互冲撞造成，因雷电电击断裂
的可能性要大些，在江津等地就有人将
这类被雷电所击而断裂的巨石称之为

“雷打石”。先是巨石断裂，后才有人想
法攀爬上去，凿孔如门。正如

儿歌所唱的：“一尊开了八道门，方方正
正如刀切……”

这尊巨大石包的断裂面呈三角形，
顶高约12米，在断裂面上的八道“石
门”中，左边的五个已经成型，右边的三
个门洞还浅，可能还没有完工。八个洞
门每个宽都在1.5米左右，深的3至5米
不等。外有虎、鸟、鱼等图案，“门”顶规
则地分布着各种刻纹。

在清溪河左岸公路边除草的70多
岁当地农民吴长六说：“我就是当地叶
家村人，从小就听过许多关于‘蛮子洞’
的传说，小时读书逃学，常爬进‘蛮子
洞’里‘藏猫猫’。常听家里老人说这

‘蛮子洞’是躲‘蛮子’的地方，‘蛮子’很
坏，见人就杀，所以当地人就开凿这样
的洞穴来躲‘蛮子’。”其实，这是当地人
的一种误传。

这种崖墓洞穴，在历史变迁中早已
发生了变化。这些洞穴在后来的历史
中，曾被初始迁徙来此地的部落群体打
开过，用于穴居或藏物。穴居在此冬暖
夏凉，防水防兽。到了明末清初，社会
动荡，匪贼为患，一些山民就打些洞穴，
举家入住，以防“长毛贼”。江津民间的
《族谱》中，就有许多关于本族入川始祖
率家眷躲进“蛮子洞”防“长毛贼”或“张
贼”的记载。

“蛮子洞”多是一千多年前四川盆
地内土著的悬棺习俗与汉人的土坑、砖
石等椁墓葬习俗形式相结合，演变而成
的一种新型的“岩椁”墓葬形式。东汉
时这种墓葬形式最为流行，所以我们多
称其为“汉墓”。多并排成列开凿在临
近江河溪流处的陡峭岩壁上，形状犹如
一个“方口袋”或“石门”状，这样的石室
墓洞作为古人死后的“享堂”之所，其开
凿很费工。一个“享堂”少则要三五年，
多则要十多年。

二
我们再往前走一小段，就到了真正

的三角塘的地方。塘东綦江，塘西江
津。还有一条大路在此分岔，往东走綦
江，往西走江津，所以这里又被人称为

“三角场”。
相传，这里曾是这个热闹的津綦两

县边界上的小场。场不大，只有上排街
和下排街。早前津綦边界上的山民都
在这里赶场进行交易。也因为这里偏
远，又处于谢家山和天马山之间，所以
1949年前这里曾是江津、綦江两县地
下党组织的联络站。地下党组织在此
活动频繁，这算是个红色据点。

当地一位老伯告诉我三角塘的来
历：很久以前，一场暴雨，这里的两条山溪
山洪猛涨，洪水汇合到这里，将上排街和

下排街冲垮。这里成了一大沼泽，三天后
水才消退，从此，这里就不兴赶场了。

洪水消退后，这里露出一尊半圆状
巨石。原来这巨石是埋在溪边的泥土
里的，洪水冲走了泥土，所以巨大圆石
显露峥嵘。奇怪的是在光秃秃的圆石
上端，有一株很大的、歪歪斜斜的黄葛
树，让人感觉要被洪水冲走似的。有人
说：这树活不了多久，因石上没土，一旦
刮风下雨，大树就会倒塌……

巨石下端被埋进沙土里，露
出部分高约11米，巨石直径
12米。至少要30多人牵
手才能将这巨石合
围。石头上的黄葛
树状如张伞，树叶
有些黄，可能是营
养和水分不足的
原因，但仍显得
枝繁叶茂。树
高15米左右，
舒展开的树冠
比这下面的石
头还大，树干
也要两人才能
合围。

可是，几十
年过去了，又发过
无数次的山洪，刮
风下雨更是常事，但
这巨石上的黄葛树依然
如故，而且越长越旺盛，树
干越长越粗。黄葛树裸露的根
须呈网状将半块巨石紧紧包裹，然后
又下探到巨石下的土壤里吸取水分和
营养。根须如藤，缠捆石包，形成一体，
难分难解。树依石而生，石托树而立，
石树共同抵御风雨侵蚀和山洪冲击。
这正是儿歌中所唱的：“一尊顶头长大
树，须须缠石打死结……”

当地老伯说：“我们称此为‘树捆
石’。”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准确。
这“捆”字，形象逼真。它留给树下每天
过往行人无尽的思考：旺盛的生命力在
于顽强的、决不松手的意志或人与人相
互帮衬才能走得更远……

我终于目睹了儿时就想去看的津綦
边界上的两尊奇怪巨石。一桩心事终于
了却，心里感觉特别的愉悦。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树捆石”

在我小时候，一个村院的
儿童都会唱一首儿歌：“三角
塘，两尊石，奇奇怪怪你晓得：

一尊开了八道门，方方正正如刀切；一
尊顶头长大树，须须缠石打死结。三角
塘，两尊石，怪得你来不明白……”

这首儿歌唱的是离我们老家大概
五六十里、江津太平乡与綦江中峰乡交
界处一个叫三角塘的地方的两尊奇怪
巨石的事。大人们因事路过此处曾去
看过两尊大石，但因有些远我们这些小
孩就没去看过。那时，我们很想去看
看，但一直没有机会。

长大后参加工作，单位是县委党史
办。三角塘曾是1949年前两地地下党
的秘密联络站。我曾去征集过党史资
料，因时间仓促、交通不便，我也只走到
乡上，没有到现场观赏到两尊怪石，心
中不免有些遗憾。

前不久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
车路经此处，于是专门将车停下，对童年
儿歌中所唱的两尊怪石进行了“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