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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耕读继世”古祠堂
“口”字天井置石缸

良公祠，位于今天的重庆市万州区长岭镇凉水村2
组。

2023年“八一”这天，阳光明媚，微风不燥。我和两
个文友一道，自驾车从万州城区出发，一路向东，沿着
318国道，到响滩交通要道后转102省道，在一个叫“国
家坝院子”的站点驻停，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就抵达了
良公祠。祠堂守护人张亚光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厚重的高墙下、庄严的屏墙上，赫然刻有“耕读继
世”四个大红字。从古至今，许多家庭都把耕读继世作
为重要的家训，用以劝勉后世子孙重视耕读，做到勤劳
耕作，读书上进。

走到祠堂门口，一块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09年
12月15日公布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大理石标牌，
格外醒目。

随着“吱嘎”一声响动，祠堂的实木大门被缓缓推
开。这木门声，是久违的声音、是久远的声音，听起来极
富时代厚重感和年代稳重感。进入祠内，一座依山顺
势、坐南朝北、典型清代巴渝风格的民间建筑，映入眼
帘：正上方，堂房，“栋宇流辉”四个大字庄严肃穆；左右
两侧的厢房，格调高雅，错落有致……

据介绍，整幢四合院背靠当地的老君山，面向开阔
的郭家坝，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
米。总体构建为三院横向合一式四合院，中堂穿门，共
二进四厢，40余间房屋，砖石木结构。

该四合院起初为清嘉庆初年原万县（现万州区）张
元堂、张维高、张焕堂等张氏族人，在此倡修张家祠堂。
至1803年告竣落成，历时七年，耗费白银三千余两。

清光绪元年（1875年），出身于张家祠堂的贡生张开
相，在任万县里长（每110户编为一里）、团总（民团的头，
得到官方承认，负责维护治安和剿匪）期间，乐善好施、
筑路造桥，被乡里百姓尊称为“悦亲公”。夔州府（位于
重庆府北部，川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辖奉
节、巫山、云阳、万县、开县、大宁等六县）闻之，上奏朝
廷，恩赐褒封张开相为“良公”名号，张家祠堂随之亦称

“良公祠”。
良公祠在建设过程中，能工巧匠们遵从主人意愿，

将“君惠臣忠”“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张氏家规”“祈福
求吉”“旺族发财”等纲常礼仪、道德伦理、风俗传统和精
神追求，通过木雕、石刻、彩绘、书法等丰富多彩的艺术
表现形式，进行了形象生动的诠释。纵观祠内木柱上、
窗格上、屏门上、护栏上，兼及门楣装饰、匾额楹框、屋梁
宝顶，所雕刻的人物和动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所描
绘的花鸟和鱼虫，惟妙惟肖；所书写的名言和古语，学而
不厌、诲人不倦……展陈出五彩缤纷、争妍斗奇之综艺
大观。

祠堂的天井，好似“口”字形，把四个屋面的排水有
机收纳，体现着“四水归堂”的建筑民俗。在天井的南
侧，有一口正方体形的古石缸，虽是青苔蔓蔓，但掩藏不
住它的“巨大”形象。

二
“消防石缸”创纪录
“天空之镜”观气象

经测量，该石缸的缸体长2.8米、宽1.45米、高1.25
米，照此计算，该石缸能够蓄水约5吨。良公祠内现存的
这口巨型石缸，刷新重庆市内古民居中目前现存最大的
储水石缸纪录。

良公祠石缸的石料，来自祠堂“背靠”的老君山。老
君山上，坚石如层叠的山峦，一重又一重，连绵不断。根
据测定，一立方米石头的重量在2.6吨左右，该石缸的原
始石料，不低于15吨。相传，在良公祠落成的那年（1803

年），为了打制这口石缸，2个老石匠在山上，极其不易地
从偌大一块巨石上劈出毛坯，并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一錾子一錾子、一纹路一纹路地掏缸体、凿缸围，最终定
型成了石缸。

古代大户人家在庭院中放置石缸，其首要的目的是
消防。包括良公祠在内的很多古建筑结构，大多由木材
制成，易燃，一旦发生火灾，水缸就成为了重要的灭火工
具。它能够及时提供水源，以便在火灾中施救。

其次，水缸也被视为一种象征，代表着资源和地
位。在古代社会，水被看作一种宝贵的资源，拥有足够
的水缸意味着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这是一种社会地位
的象征。拥有大型水缸，更是大户人家“大富大贵”的标
志。

此外，水缸也寓意着聚财，象征着财富的积累和保
留。这种观念，源于“山管人丁水管财”的俗语，意思是
山代表着人丁，水代表着财运。因此，人们通过在庭院
摆设水缸的方式，以“迎财水”、聚财运。

良公祠的张氏族人，还把水缸当作反射天空和周围
环境的镜子，用来预测天气。如若水缸中的水是清澈见
底的，那么当地近三天的天气肯定是晴空万里的。如若
水缸中的水变浑浊了，那么当地三天后必会下雨。这一
神奇现象被他们多次验证，果真如此，屡试不爽……

三
修复一新良公祠
变身民俗博物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良公祠被新政府
划拨给原万县凉水乡（今万州区长岭镇凉水村）粮站，
改造成为仓廪。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该祠堂一度被
荒废。

2008年，修复一新的良公祠免费对外开放。祠堂内
拥有的这口大石缸，也随之进入公众视野。

2009年12月，良公祠被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2013年被重庆市文物局列为私人博物馆。先后被
有关单位和部门定点为万州区作家协会创作基地、万州
区书法家协会采风基地、万州区美术家协会写生基地、
重庆三峡学院美术学院写生创作基地、方舍摄影基地、
万馨文化国学教育基地。

百载遗迹，遗风余韵。良公祠免费开放15年来，已
接待26万余国内外游客参观。对于祠内这口巨型古石
缸，观者无不惊叹。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缸中水清澈见底，近三天晴空万里
缸中水变浑浊了，三天后必会下雨

万州这口古石缸
真能料“天”如神？

□牟方根

这口石缸由一块超过15吨重的巨石凿成，长方体
形，缸体长2.8米、宽1.45米、高1.25米，容积约5立
方米。它除了消防储水备用，还被当年的族人视作“天

空之镜”，用来映照、观测和推断气象变化。截至目前，已接待
26万余国内外游客参观。

渝东北，盛产石头。过去的几千年，乡亲们就地取材，打制
了很多石料用具：石桌、石凳、石磨、石墩、石槽、石碾石鼓、石缸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科技的突飞猛进，机器产品的推广普
及，石头制品逐渐被取代，从乡村生产生活中消失。

在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良公祠，现存一口古石缸，迄今
200多年的历史，据称为重庆市古民居内目前最大的消防古石
缸，且能预测风云。

良公祠内大石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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