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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园路81号的年
□海清涓

花轿喜事
□周荆沙

农户的鸭圈竟是800年前宋墓 □曾庆福

在土家族的传
统观念里，花轿不
仅是交通工具，更

是一种神圣的仪式载
体。婚礼当天，新郎家的迎亲团
会早早地来到新娘家门口，抬着
装饰华丽的花轿等待接亲。这
顶花轿通常用红木雕刻而成，表
面涂满了鲜亮的红色漆料，四周
扎满红绸缎大红花，显得既庄重
又喜庆。花轿上还挂着一对大
红灯笼，寓意着红火热闹、吉祥
如意。

如今，土家族的婚俗已发生
了很大变化，但仍旧有办传统婚
礼的，尤其是在这年关将至的腊
月里，依然能见到花轿喜事这道
亮丽的风景。

土家族的婚俗文化讲究的是
“新郎骑马、新娘坐轿”。近年来，
由于养马的农户几乎消失，新郎
骑马习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但新娘坐轿婚俗一直在传承。

结婚当天，迎亲队伍浩浩
荡荡地抬着花轿出发。走在队
伍最前面的是两位吹唢呐的老
艺人，他们用悠扬的旋律为这
场婚礼增添了几分庄
重感；紧接着是抬
着花轿的四位健壮
男子，他们步伐稳
健有力，踏着乐队

的节奏；随后跟随着的是手持
各种乐器的年轻人们，他们边
走边演奏着欢快的曲子，欢快
喜庆一路。

迎娶回程的队伍更加热闹，
轿子里新娘身披凤冠霞帔的倩
影在半明半透的红色轻纱幔掩
映下若隐若现，引来路人好奇地
围观，想一睹新娘芳容。花轿仪
仗队后面多了陪嫁嫁妆抬盒队
伍。新娘娘家体面丰厚的嫁妆
分别摆放在木制的红色抬盒里，
每一件嫁妆上面都贴上了大红
喜字，每一件嫁妆都承载着家族
的期望、母亲的爱和对未来的美
好祝愿。同时彰显着娘家的富
贵与底气。除了新娘，嫁妆也是
群众关注的焦点。

土家族的花轿婚嫁习俗彰
显了土家族的文化，也折射出土
家族的特质，它可不仅仅是一个
简单的婚礼仪式那么简单，更是
一种深厚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
的体现，值得传承。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
作协会员）

腊香弥漫，年味浓烈。源于临江河的幸
福小分队，怎么能少了临江河畔的年会。端
一盆白马养生牛肉汤坐在滴滴车后排，车子
颠簸不停。盖着保鲜膜的牛肉汤像被施了
魔法一样，静静地躺在不锈钢盆里，陪着我
前往枣园路81号。

枣园路81号，一栋离桃花山不远的独栋
别墅。独特的建筑风格，在老城中显得与众
不同，如同时间的见证者，一砖一瓦皆故事，
一步一景尽风情。闹中有静，静中有闹的枣
园路81号，是尘嚣中的书香之地。对了，枣
园路81号是吉美姐姐的工作室，更是幸福小
分队的根据地。枣园路81号的点点滴滴，都
值得幸福小分队铭记。

到了枣园路81号，简约深邃的大门，古
韵今风彰显品位非凡，仿佛藏着无数宝藏与
传奇。推开大门那一瞬，时光缓缓，梅香阵
阵，优雅知性的吉美姐姐正在备茶点。美丽
与智慧并存的吉美姐姐，是一位时代新女性
的典范，也是我们幸福小分队的队长。把不
锈钢盆放在客厅的实木长条桌上，发现没有
汤溢出来，我的心里像吃了甘蔗一样甜。

客厅右侧玻璃门上的花，是装饰，又是
警示。到厨房洗菜，要经过客厅到餐厅和厨
房之间的曲折庭廊。庭池清澈，庭廊正中的
金弹子，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还承载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漫步花香鱼跃的庭廊，倒映庭
池中的楼中楼层叠分明，庭廊左侧的台阶光
影交错，客厅左侧的茶室古色古香，每一处
都精致得让人叹为观止。

四月姐姐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响起后，小
分队队员陆续走进枣园路81号。精明能干
的四月姐姐做事专注，追求极致。坦率直爽
的线线，像一只绿色的唐代燕子，勇往直前
无惧风雨，从石刻故里翩然而来。宽以待人
的古稀少女廖姐姐，系红围巾拎红皮包，给
人一种繁华落尽的无龄感。与共和国同岁
的赵校，幽默风趣，台上台下都出口成章。

最后进门的夏教授，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
着不卑不亢的态度。

吉美姐姐招呼队员们进客厅左侧的茶
室，品醇厚回甘的养生红茶，开温馨雅致的
年会。回眸收获满满的2024年，展望2025
年的美好前景，硕果累累的队友们，发言中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夏教授和赵校的大作
已成竹在胸，廖姐姐小说定稿，四月姐姐成
了永川非虚构主笔，线线的非遗长诗正在进
行时。旅游达人吉美姐姐，欣赏风景的同时
不忘记录感悟，用文字捕捉稍纵即逝的情感
和美好，将大自然的壮丽与浩渺尽收笔端。
尤其让人惊慕的是，吉美姐姐在手机上一个
字一个字敲出了诗集《星星渡》和散文集《我
自成舟》，且即将公开出版。唯有我，一个把
文学当亲人、成天梦想远方的人，因为照顾
妈妈们，收成欠佳。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还没有谈到AI对写
作产生的冲击和改变，就到中午了。民以食
为天，年会的精华部分就是吃团年饭。出茶
室，穿过一层又一层玻璃前往餐厅，书柜旁
带柄花瓶中那一大束傲然挺立的腊梅，牵住
了我们的脚步。为了腊梅，为了这一抹溢香
的冬日暖阳，吉美姐姐直接在客厅的实木长
条桌上安锅插电。将不锈钢盆里的养生牛
肉汤倒进陶瓷电炖锅，然后放姜片、葱段、大
枣、枸杞、番茄片，放牛肉、牛皮、牛筋、牛肠、
牛肚，放白菜、油麦、豌豆尖。鲜椒碟和生抽
醋搭配，汤底浓郁鲜香，牛肉软糯，口感和风
味独特。加上肉厚质脆的黄瓜山萝卜、细腻
爽滑的河包粉条、色味鲜美的四月饺子，简
直是一场味蕾的盛宴，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味
道。喝酒的喝百年老窖，不喝酒的喝葱花牛
肉汤，欢声笑语不断，队员们在美食和梅香
中感受家的温暖和团队的力量。

幸福小分队的年会，在幽而雅、淡而醇
的梅香中落下帷幕。幸福小分队，一个充满
诗意和激情的正能量小分队。与幸福小分
队相遇，是一种缘分，人和文学的缘分，人和
水的缘分，人和人的缘分。

岁月如歌，挥别2024年，不说遗憾, 只
说未来可期。流年似水，喜迎2025年，继续
保持独立，继续与幸福小分队共同成长。
2025年，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在永川板桥，相传南宋末年，一个
老者从一岩下过路，指着岩壁上的崖墓
对河边低洼处种地人感叹：“那石洞好
高哟！”从此，这地方就称“高洞子”。今
天的高洞子社、高洞子村也由此得名。
最为奇特的是，高洞子崖墓群其实是
800年前的豪华宋墓，而20世纪90年
代曾被附近人家长期用来作鸭圈。

世代居住在高洞子附近的陈姓等人
家从来不认为那洞很特殊，只把它看作常
见的普通“蛮子洞”，误认为是过去普通人
居住的洞穴。因我老家离那里不远，20
世纪80年代初，我读初中时就和同学去
过。当时，洞外是一块庄稼地，最大的洞
口被泥土半掩，并排的另外两穴洞口几乎
被泥土遮掩。大洞内光影斑驳，有儿童进
去玩过，里面有可坐的石块，还有被细菌
分解得只留残痕的大便。抬头看到的是
令人惊讶的“皇伞”，石刻“伞骨”精致清
晰，各面石雕栩栩如生。后来，在一次全
国文物普查时，经逐级上报，县文管所人
员踏勘、清理泥土后让参观的人惊呆了，
连重庆市文物专家也为之惊奇，认为是宋
代墓葬石刻文化的精华。

高洞子崖墓群并排有3穴，室内均
雕刻精细。最右边墓室的穹隆顶有8个
菱形骨架向八方展开，每个大菱形里有
4个由外到内的小菱形，阶梯式层层上

收，预示空间无限。除墓门方敞开外，其
余7面墓壁上每壁开龛。龛面采用浮雕
技法，雕刻内容丰富细腻，技法精湛。正
对墓门的那壁，下方是一张八仙桌，正中
吊着有花纹的丝绸桌布；正中是两扇刻
有花纹的大门，似乎里面还有内室；大门
两边是牌坊门柱，门柱边各有一把石刻
椅子。

细看墓室内的每根立柱和壁面，分
别雕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地四
方神以及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羽人、仙

鹤、天鹿、麒麟、天龙和牡丹、莲花、忍
冬、瑞草等，中国古代建筑形制特征的
柱、梁、枋、斗拱、歇山式筒瓦屋面、半开
门、菱格花窗等仿木结构，艺术价值极
高。墓门左右石柱相对，刻有对联：“山
山水水重重远，子子孙孙世世贤。”对联
下部点缀莲花纹饰，上部饰以兽首。正
对墓门的正龛右边柱上竖刻“南阳氏天
凤郎寿堂”，左边柱上竖刻“大宋开禧春
造记匠”，均为阴刻楷书。文字不多，但
提供了该崖墓较为明确的信息。“南阳
氏”指墓主人籍贯在河南南阳，名字叫

“天凤”，“郎”指男子，表明墓主身份，有
钱，并未做官，不是“奉郎”。开禧为南
宋的宋宁宗赵扩的年号(1205 年~1207
年)。赵扩在位 30 年（1194 年 ~1224
年），共使用四个年号：庆元（1195 年~
1200年）、嘉泰（1201年~1204年）、开禧、
嘉定（1208年~1224年）。古人的墓一般
是提前建造，竣工时间比较漫长，“大宋
开禧春造”表明此墓的开凿或竣工时间
在公元1205年春。

据测量，崖墓群全长约12米、通高
2.5米，坐北朝南，一大两小自东至西横
向联排。最右边的墓室面积约13平方
米，墓门高2米、宽 1.8 米；穹顶高 2.6
米，内宽3.5米、进深4米。洞内周边雕
凿8柱，柱头上及整个屋顶八方斗拱

上，均匀分布13个鸱吻。
1988年，高洞子崖墓群被公布为

永川县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90年
代，农村时兴搞养殖增加家庭副业收
入。虽然高洞子崖墓群是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但荒废无人管理，最大的洞穴
像一间屋，坎上一住户养了许多鸭子，
于是将洞穴打扫干净，用竹子编了一扇
栅栏作门，晚上作为鸭子过夜的处所。

并排的其余二洞形制与大洞大体相
当，但只在三壁开龛，穹顶为圆环形花卉
图案，两侧分饰以祥云，雕刻较简约。

高洞子崖墓群为西南地区较为罕
见的南宋仿木结构石窟墓。2000年，
高洞子崖墓群被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
护单位，现在已经用铁门锁闭，钉上“高
洞子墓群简介”“永川区文物安全责任
公示牌”，有专人定期巡查。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教
育局）

永川高洞子豪华崖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