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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林粉
古代贵妇人的
巴渝美容品

□铁笛

重庆人爱编故事，飞来寺的历史不
过一百多年，却也有自己的传说。虽然
传说有点虚诓，但也有板有眼，让重庆
的地名增加了一点乐趣。可惜，飞来寺
早已改名，知道的人已经不多。

全国叫飞来寺的地方多，重庆境内
就有好几个，江北有，合川有，渝中区也
有。重庆人所说的飞来寺，指的是渝中
区枇杷山南侧那座，其地址就在现重庆
市人民医院里。重庆很怪，叫寺的，相
当一部分不是佛寺，而是道观，飞来寺
就是一个道观，传说是清代一个叫李国

清的道士募捐集资修建的。那道观
飞檐翘角，耸立在悬崖峭壁上，欲
飞未飞，于是取名飞来寺。那道观
附近的山坡大致形成上下三层，因
而叫做三重坡。有了飞来寺，于是

逐渐形成街巷，后因与枇杷山公园的红
星亭相邻，改名为红星亭坡。

关于飞来寺的传说，相传是很久
以前，飞来寺还是一个荒坡，放羊娃们
经常把羊群赶来吃草。一天，放羊娃
们看见一个手拿拂尘的道士走过来，
那道士弓腰驼背，邋里邋遢，一对耳朵
大得特别，像两把小蒲扇。只见他屏
气凝神，拈须皱眉，注视着东北方的天
空，就像期待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只
见一团白云飘过来，快飘到山顶时，放
羊娃才看清，那云端上若隐若现的是
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放羊娃们很惊
奇，举手欢呼：“落下来，落下来，给我
们，当羊圈!”那道士却焦急地大喊：

“娃儿娃儿快走开，莫等庙子飞下来，
庙子落到头顶上，再见不到妈老汉！”
放羊娃们不相信，大声回答：“大耳朵，
莫乱说，庙子哪会天上落，还要落到这
面坡？”那道士心头着急，赶快闭上眼
睛想办法。放羊娃们又大声唱：“大耳
朵，打瞌睡，瞌睡梦到庙子飞，把你压
成肉饼饼。”说时迟，那时快，放羊娃还
在嬉笑打闹，道士飞快地冲进羊群，抱
起一只小羊就往山下跑。放羊娃们见
了，边追边喊：“大耳朵，偷羊子，赶快
追，逮倒起！”放羊娃们刚刚追到山脚，
就听到山顶上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全
都惊呆了，一座飞檐翘角的高大寺庙已
经出现在山麓上。刚才玩耍的地方尘
土飞扬，乱石崩塌，羊子一只也没有
了，放羊娃们却全部得救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那大耳
朵道士就是仙师张三丰，那寺庙是他
从武当山引来向巴蜀乡亲传道的。
虽然是道观，但重庆人对待宗教的态
度很宽容，道观和佛寺也没有分得那
么开。因为是从天上飞来的，就叫做
飞来寺。

这当然是传说了。其实飞来寺的
历史并不长，大约修建于晚清，飞来寺
的得名，真实情况大概是那叫李国清的
道士，在一个风雨之夜背来一个菩萨，
向人们说菩萨是自己飞来的，让大家捐
钱捐物，修建起寺院，取名飞来寺。飞
来寺香火旺盛，成为重庆城外一处著名
道观。

抗战时期，飞来寺被日本飞机炸
毁，但地名却保留了下来。1938年1月，
国民政府收购了原川军师长曾子唯修
在飞来寺的公馆，作为苏联大使馆。苏
联大使馆是抗战期间各国驻渝使馆中
规模最大的一座，甚至比南京原来的苏
联大使馆还大。这在一切从简的战时
重庆，极为罕见。大使馆坐北朝南，带
有浓浓的教堂风情，具有典型的中西合
璧的折衷主义风格和浓郁的山地特
色。楼前可以俯瞰长江，遥对南山，又
与佛图关相连。楼后为枇杷山，较为隐
蔽。当年，《新民报》曾撰文称此地为

“重庆之仙境”。
1947 年国民政府中央医院重庆城

区分院迁此，解放后先后为西南军政委
员会直属医院、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现更名为重庆市人民医院。

（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

传说

飞来寺：
道士驮来的一座庙
□李正权

1600多年前的仲夏，荔枝熟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
的江州（今重庆渝中）果香满城。城外荔枝园里，枝头果实累
累，树下觥筹交错，红男绿女穿梭其间，一个以荔枝为主题的

“采摘节”正如期举行。
宋之前的重庆，气候温润，盛产荔枝。东晋常璩《华阳

国志·巴志》记载说：“江州县郡治……有荔支（即荔枝）园，
至熟，二千石常设厨膳，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每年荔枝
成熟时节，巴郡太守都要在荔枝园中依惯例大摆筵席，邀请
属地官员和社会名流携眷属赴宴并采食荔枝。

能收到请柬的人，必然是巴郡和江州
城中的头面人物。夫人们提前很久就
准备好了新装，希望在一年一度的
宴会上艳压群芳。赴宴前，她们都
要精心装扮，搽脂抹粉必须用江
州产的“堕林粉”，此粉御贡京
师，闻名天下，是当时最高档
最出名的化妆粉。《华阳国
志·巴志》载：“县下有清水
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
膏晖鲜芳，贡粉京师，因
名粉水，故世谓江州堕
林粉也。”

中国古代妇女追求
冰肌玉肤，尚白，有“一
白遮百丑”的说法。古
人使用的粉底主要是
铅粉或米粉。铅是重
金属，长期附着在皮肤
上会损伤身体并使皮
肤变青，因此用稻米
和清水制作的“堕林
粉”便成为上流妇女
们的首选。

今重庆江北、
渝北一带，汉魏六

朝时盛产贡米，用御米制成的“堕林
粉”尤其受贵族妇女青睐。

江州原是巴国国都，秦置县，北周改为巴县，隋称渝州，
宋先名恭州，后叫重庆，因此重庆另有巴渝之称。江州幅员
广阔，“堕林粉”究竟产于何处呢？

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清水穴在重庆府西三
十步，水常清冷，味甘，亦名粉水井。”此指旧巴县署内之灵
湫。现代著名学者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曰：“清水
穴，在今‘后寺坡’下，俗称‘道门口’。”但明代曹学佺《蜀中
名胜记》和清初王士祯《蜀道驿程记》等均谓清水穴即重庆
南岸莲花山麓流经龙门浩之清水溪，四川文史学者刘琳作
《华阳国志校注》时通过考证也认同此说法。

“堕林粉”名称之由来，其说不一。任乃强《华阳国志校
补图注》称“堕林粉”得名于后寺坡林木茂密，“自清水穴上
望，如山顶森林层层下堕。故曰‘堕林’。”刘琳“校注”为“堕
休粉”，却又注述《水经注》及《蜀中名胜记》引《三巴记》作

“堕林粉”，《华阳国志》张、吴、何等本亦作“堕林粉”,而《舆
地纪胜》作“随沐粉”。“堕休粉”因何而名，实难知其意？但
都不及“堕林粉”形神皆俱，意蕴隽永。

南宋许及之诗云：“丁香多意绪，和月堕林梢。”又有章
少隐诗云：“片片梅花随雨脱，浑疑春雪
堕林梢。”诗人笔下的雪和月都是良辰
美景，雪有痕而月无迹，雪月堕于林梢
浑然天成，美不胜收。“堕林粉”取意
于用此粉妆成后，如雪月堕林一样
粉妆玉琢、赏心悦目。

清水溪自龙门浩流入长江，龙
门浩因南岸有数公里碛石隔挡大
江形成狭长江湾可泊船而得名。
1998年建南滨路时挖填挤占，今浩
已不存，古街尚在，沿清水溪有健

身步道可达南山。江中石梁断缺处
为浩口，左右两巨石上原各有宋人所
刻“龙门”二字，隔江相对的“望龙门”
亦因此而名。

“龙门浩月”曾是古“巴渝十二景”
之一，如今由摩天大厦、灯
影霓虹所替代，而曾经的
皇室贡品堕林粉亦湮没于
历史长河之中了。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
会会员）

插旗山坐落在万盛经开区南桐镇麒麟村东，南北走向，
北起峡口沟、南至二郎峡，长约2.5公里。由重庆主城进入
万盛的綦万高速公路和三万南铁路穿过插旗山，山上铺着
青山湖至二郎峡水厂的大型管道，四周有环山公路。

插旗山主峰原名打石膏湾山，海拔700余米，表面看不
很起眼。据说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起义军石达开部转战于
此与清军交战，从万盛场厮杀到麒麟坝的和尚坡垭口。清
军边战边往北面的寨子方向逃窜，起义军紧追不舍，顺着山
梁直追至寨子以北的打石膏湾山梁处，终于击败了清军。
起义军旗手很快将胜利的旗帜插在了山顶的大石墩边。从
此，当地人就将打石膏湾山改称插旗山。

在距离插旗山南面200余米处，有几棵松树，周围全是
马耳苼，山脊不宽，稍拱，中间有一条砍柴人踩过的路，道路
西边是竖形洼岩，深20多米，内壁石崖无草，岩底有一片竹
林。站在岩边让人望而生畏，据说当年石达开的部队战马
曾掉下岩底，此后人们就将此处称为跌马岩。

从跌马岩顶向西行约300米，斜伸出一块砂石，此石仰
天伸展，上下阔圆，周遭植被繁茂，远望好像金钟扑地，又似
仙人打坐，十分威武、神奇。

相传以前当地久旱，每到夏日，只要此山头以东的半空
中浮现出一片浓厚的黑云时，天空会下瓢泼大雨。人们迷

信，认为此山颇有灵气。1925年夏，由当地人刘玉洲和陈炳
清牵头，请道士霍堂宣在山脚的竹林沟修建了龙王庙，并塑
龙王菩萨以祈祷苍天降下甘露解救众生。

1992年，据说该庙对面半山腰的窝坪处有一块砂石墩
无故坠落于沟底水龙洞前，村民在大砂石墩落地处兴建了
占地约300平方米的土木结构寺庙，名为石王寺。2016年，
重新修建后改名观顶寺。

自跌马岩南行500余米，便是插旗山的东北角，山上有
处寨子，占地2000余平方米，寨顶凹凸不平，四周为峭壁。

据说清代晚期，居住在麒麟坝的人们为免遭太平军过
境的杀戮，由当地陈、刘、霍、姚等家族中的领头人带头出资
投劳，将山顶四周挖成峭壁，砌添石坎，修建高墙，并在南面
陡峭之处修置隘口，建造石门，使整个寨子更加坚固。

从寨子蜿蜒南行 500 多米即是和尚坡垭口，当中有一
条半米多宽的石板道，西通坡下的麒麟寺庙，东通松林山
下的魏家。相传川湘公路未通以前，该垭口以西的客商
行人到东面的万盛场赶集、东面的客商路人到西面的麒
麟坝等地均要路过此地。那些年的夏日，有一位白发婆
婆坐在树荫下为路人舀茶解渴，却不收分文，为铭记这位
婆婆施茶水而不图回报的善行，人们就将和尚坡垭口改
名为茶婆婆垭口。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档案馆）

万盛插旗山：因太平军易名
□陈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