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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沱

唐家沱

唐家沱与牛角沱哪个更有名唐家沱与牛角沱哪个更有名？？沱沱重庆共有598个
□李正权

重庆有长江、嘉陵江、乌江等大小江河
无数，复杂的地形和河流相互作用，形成了
多种多样的河流地貌。河流地貌又分为河
谷地貌和河床地貌，前者有曲流宽谷、峡
谷、汊河宽谷、两江汇流等，后者有滩、碛、
沱和江心岛等。

普通话中，沱读作tuó，但重庆人却读
作入声，很有一股韵味。沱本指江水的支
流。《诗·召南·江有汜》：“江有沱。”即是指支
流。又用以形容涕泪如雨状。《易·离》：“出
涕沱若。”重庆人借此字来指回水河湾。所
谓回水，就是沱里的水流方向与河流的水流
方向是相反的，水在沱里打着转转，重庆人
称为回水沱。

翻《辞海》，找不到沱的此种含义，沱是
重庆方言。

长江中下游也有河湾，但因水势平缓，
很难形成回水，因而他们叫“湾”而不叫

“沱”。可以说，沱是长江上游特殊的河流地
貌。当然，重庆也有长江中下游的湾，例如
朝天门嘉陵江边原来有麻柳湾，储奇门长江
边原来有人和湾，海棠溪附近原来有瓦厂湾
等等。但比起沱来，不管其形态还是地位都
差多了。

重庆的沱特别多，要给这些沱取名也就
成了一件难事。如果那沱的形状或岸上参
照物有点特别，就以其形状或参照物取名，
如窍角沱、牛角沱、白沙沱……没有特别的
地方，往往就以岸上居住人家的姓氏取名，
如郭家沱、王家沱、李家沱……据重庆规划
展览馆统计，重庆叫沱的地名有598个，中
心城区也有32个。在用河流地貌命名的地
名中仅次于滩，居第二位。

沱的形成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河流侵
蚀形成的。如果河岸岩石较软弱，河流对其
旁蚀的作用又强，天长日久，就会造成江岸
凹入而成为回水河湾，如南岸的白沙沱即
是。另一种是因石滩或碛石突出于江中，改
变了流水方向或者将流水排斥出河湾，其下
游就形成了沱，如江北忠恕沱即是。

沱湾里不仅水流相对缓慢，而且水深，
适宜鱼类繁殖。重庆有名的小吃麻花鱼，就
产于郭家沱。郭家沱位于铜锣峡外，水深湾
大，特产水米子。水米子学名为铜鱼，分尖
头、圆头数种，以江底栖动物及小鱼为食，肉
味鲜美，含脂量高，烹饪时不用去鳞。水米
子长成大拇指粗时，俗称麻花鱼。油酥麻花
鱼就成为郭家沱一道名菜，其皮脆肉酥，骨
刺若有若无，轻轻一嚼即烂，其味鲜美异
常。不过，如今有的重庆餐馆“乱劈柴”，什
么鱼都拿来油炸油酥，都称为麻花鱼。

由于与主流相隔，不再受江流侵蚀，因
而沱湾的岸边适宜人类居住。沱湾里又适
宜停船，往往形成码头，因码头又往往形成
乡场或街道。沱湾附近一般都有大的乡镇
（街道），那沱的名称也就成了那乡镇（街道）
的名称。叫“沱”的地方，几乎都是大地名，
正规术语叫区片地名，往往是那附近整个街
道或街区的统称。当然，那街道或街区里一
般也有诸如某某沱正街之类的街道。

李家沱

唐家沱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唐家沱是长江上游最大最著名的回水沱，
其水面达25万平方米。“湖广填四川”时，一个
姓唐的人家在此落户，开荒种地，于是有了唐家
沱之名。

过去，重庆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靠水路。唐家
沱地处重庆东大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
时期，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国民政府为疏散
机关和人员，在唐家沱洞梁河西侧修建新村，不少
名人都在唐家沱住过。茅盾当年就住在唐家沱新
村，在此创作了《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等长篇
小说。

牛角沱
重庆小面可能源于此

重庆人把牛角沱读成“牛裹沱”。那是嘉陵江
南岸的一个回水沱，因为形状像一个牛角而得名。

1925年，天津人单松年出资4万银元在牛角
沱创建了重庆第一家机制面粉厂新丰面粉厂。
1934年，新丰面粉厂因经营问题难以为继，原为
股东的鲜伯良投资9万元承顶，更名为复兴面粉
厂。此前，重庆没有机制面粉，虽然也可以制作面
条，但因产量和成本所限，面条并不普及。有了机
制面粉，跟着就有了机制面条，于是大街小巷就有
了卖小面的小馆子和摊铺。如今重庆小面红遍全
国，真还得感谢单松年和鲜伯良呢。

李家沱
得名并非李耀庭

李家沱在长江南岸，相传有李姓兄弟在此摆
渡为生，于是就被叫做李家沱。随着来往人增多，
李家沱岸边也就形成了集市和街道。清道光年
间，有李氏兄弟捐献自己的田产，在此设了一个义
渡，人称李家沱义渡。所谓义渡，就是人们为了做
好事、积阴德，或独自出资，或邀约一些人共同出
资，或采用积资方法，筹资购买或打造船舶，然后
雇人摆渡。这样，过往行人就可以不买船票。有
人说那义渡是李耀庭捐钱设置的。李耀庭是云南
昭通人，是清末民初重庆的富商，是重庆第一届商
会会长，与李家沱并没有什么关系。

（作者系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退休职工）

永川，水秀山清人杰地灵，以生产永川豆豉闻名于
世，人送美名豆豉之乡。

相传，永川豆豉的发明者是一位姓崔的女子。崔
氏原是永川一富裕人家的小姐，自幼饱读诗书，容貌出
众，聪明能干，贤良淑德。后因父亲病逝家道破落，不
得已跟丈夫在城东跳石河边开了个小饭店。

明朝崇祯17年（公元1644年）的一天，崔氏带着几
个孩子在家蒸黄豆。黄豆刚刚起锅，张献忠的部队打
此路过，崔氏害怕官兵抢人抢豆，慌乱中将满满一筲箕
黄豆倒于后院的柴草下，化妆成丑陋的老婆婆带着孩
子们从后门逃了出去。

半个月后，崔氏回家，突然闻到后院奇香扑鼻，打开
后院门搬开柴草，黄灿灿的豆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黑糊糊生霉发酵的“毛霉豆”。崔氏伤心地哭了起来，本
想一气之下扔掉“毛霉豆”，又觉得那么多豆子白白扔了
可惜，当时年年征战民不聊生，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
于是，崔氏擦干脸上的泪水，捡出“毛霉豆”洗净加上食
盐和白酒装在坛子里，以留着荒月家人佐菜下饭用。

想不到，第二年的二三月间，崔氏将“毛霉豆”端到
桌上，家人居然争相食之。一位路过跳石河的外地客
商品尝后，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追问崔氏这道鲜美可
口唇齿留香的菜叫什么名字。崔氏不好意思说出“毛霉
豆”这三个土得掉渣的字来，刚好门外一个邻居小男孩
的牙齿掉了，又想到外地客商说吃了“毛霉豆”唇齿留
香，崔氏急中生智冲口说出了“豆齿”这个崭新的名字。

外地客商酒足豉饱，乐不可支，将豆齿记成了豆
豉，一路走一路宣传东城跳石河的豆豉。永川豆豉的
美名，就此在神州大地上传开了。

永川豆豉有开胃助食、帮助消化、增强脑力、解表
祛汗、美容养颜、促进胃液分泌、稳定血压、防疾抗癌的
功能，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和延缓衰老也有奇
特功效。明朝吴录《食品集》中记云“豆豉味甘咸，无
毒，主解烦热，调中发散通关节，香烈腥气”。

得到崔氏谪传的崔家后人，将永川豆豉的制作工艺
一代一代传了下来。花开花落，寒来暑往三百余载。

（作者系永川区作协副主席）

永川豆豉（图片源自网络）

传
说

永川豆豉的发明人
竟是落难富家小姐

□海清涓

正一品官员种的茶
究竟是什么味 □马卫

万州区太安镇有个凤凰村，旁边有座凤凰山，山上
有3000多亩茶园。

凤凰村最早可追溯至唐代。
高山云雾出好茶，凤凰茶园海拔在972米至1068

米之间，又靠近黄金水道长江，运输便捷，唐代已为贡
品茶产地。据唐代陆羽《茶经》记载，“三峡产上品茶，
作为贡茶”。

牟仲泰，元末柳州城（今湖北恩施）宣慰使牟茂独
子。明洪武年间，牟仲泰初任朝廷都督佥事（正二品），
时年20余岁，风华正茂，春秋鼎盛，兢兢业业，被世人
景仰，加为正一品。

后朱元璋杀戮功臣，“鸟尽弓藏”，牟仲泰请辞避
祸，离开虎狼之地，慕名到传说为太平公主羽化地的九
凤山（即今凤凰山）上落户，开园垦地，从“士大夫”做回
真正意义的“农夫”。

牟仲泰后世子孙已达十六七万之众，其中历朝将
军有130多人，遍及海内外，并创造凤凰山丰厚的农耕
文化，留下了法隆寺、牟家寨、牟家院子、茶岭古泉、打
望石等一批人文遗址。

现在，茶园仍有数株千年老茶树，年年吐新蕊。茶岭
古泉等景观以及老茶梁等地名，仍然在讲述千古“茶事”。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