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梯

“城市是记忆，是生活，也是向往……”

□胡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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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城，下半城，上上下下走死人。”长江嘉
陵江两江环抱的渝中半岛是重庆母城，其上上下
下必经的通道就是“十八梯”。十八梯得名有两个
说法。一个是明朝年间，梯口下端有一口老水井，
距居民的住处正好有十八步，因此被称作“十八
梯”；另一个是清朝时期，为方便行人通行，这里修
筑了石梯小路，共有十八段阶梯，故名。

十八梯位于渝中区城市中心，上到较场口，下
至厚慈街，历经岁月演变，这些长长短短的梯坎街
巷纵横交错，逐渐形成了“鱼骨”状的街巷结构和

“蛛网”般的城市肌理。也正是因为这些，十八梯
的市井之乐、生活之情、城市之根便有了许多让人
向往和回忆的独特味道。

“城市是记忆，是生活，也可能是回忆，是向
往，是一些岁月的残片。”摄影师唐明如是说。他
和一些摄影师为人们留下了“十八梯”一些精彩的
过往。

日前，我走进改造后的十八梯，与原来的十八
梯对比，寻找那浓郁的生活气息。

（一） 原味
公元前316年，秦将张仪入蜀灭巴，在渝中半

岛筑江州城。沿江台地因取水方便，成为人们最
先选择聚居的地方。

三国时期李严(公元226年)与南宋彭大雅(公
元1240年)两次大规模筑城后，重庆母城城池西移
北拓至今较场口、临江门一带，人群聚落进一步
扩大。

公元1371年，明戴鼎筑“九开八闭”十七道城
门，形成重庆母城城市格局。明清时期，下半城成
为政治、经济中心。十八梯周边的南纪门、金紫
门、储奇门一带，有川东总镇都督府、药材行帮市
场、清真寺、马王庙等，交通便利、市井繁华，此地
逐步成为重庆母城的人居商贸集散地……曾火爆
一时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就多次出现重
庆十八梯景点。

作为串联重庆上下半城的纽带，承载着无数
山城人的记忆，记录着重庆老百姓人生百态的十
八梯，是重庆母城文化的重要传承延续地，在重庆
城市发展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

但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十八梯前行的步
伐放缓，逐渐成为中心城区发展的滞后地带，一
度成为群众口中的“贫民窟”，实施危旧房改造已
不可回避。2010年7月，十八梯的拆迁工程正式
启动。2017年5月，改造开始动工。但改造并不
是全部推倒重来，仍保留了原“七街六巷”的大致
脉络和走向，街巷的名称原汁原味没有改变。那
些适应密集房屋和狭窄小巷而生长的、歪歪扭扭
的、株形各异的黄葛树，成了十八梯生生不息的
象征。原始石岩、崖壁和部分堡坎经过清理、修
葺，配以灯饰，古朴厚重中给历史记忆焕发了新
的光彩。

生活的原味，渗透到古建筑、旧街巷、老树木
里，不仅有喜怒哀乐，还有爱恨情仇。1941年6月
5日，在日军飞机持续5小时的“疲劳”轰炸中，十八
梯、演武厅和石灰市防空洞隧道发生了避难者窒
息践踏伤亡惨案，遇难者约2500人，酿成世界为之
震惊的“六五大隧道惨案”。抗战期间，日军对重
庆频繁空袭、疯狂轰炸，出动飞机达9000多架次，
投弹11500枚以上。但这并未摧毁重庆人民的抗
战意志，“愈炸愈强”的标语书写在十八梯建筑的
断壁残垣上，彰显着重庆这座城市的坚韧不屈。

（二） 韵味
曾经的十八梯，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擦皮

鞋、补皮鞋、掏耳朵、拔火爟、修脚、裁缝、卖小面、
卖烧饼、补锅补碗、卖报纸杂志、卖针头线脑、磨剪
子菜刀、喝茶打麻将的人们，活动于石梯两侧的室
内或街边。

“破铜烂铁牙膏皮，拿来换钱。”这是过去拾荒
人在十八梯的吆喝，但在改造后，这种吆喝声再也
听不到了。

人们对说书的人，既尊敬又调侃：说书就说
书，日白就日白（方言，闲谈的意思）。站在善果
巷，讲善果有报；坐在永兴巷，说世风日新。

轿铺巷里忙碌的大人，看了一眼自家娃儿的
头，吼道：“二娃，看你那一头乱鸡窝，赶快去打整
了。”听话的娃儿赶忙跑到剃头铺，光亮的剃刀“刷
刷刷”，三下五除二，眨眼工夫，一个“小光头”跑回
了家，头上还有淡淡的肥皂味。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鲜。在下回水沟街行
走的担担吆喝：“凉粉、凉面，麻辣的！”大热天，口
干舌燥，娃儿看到凉粉凉面就忍不住吞口水。于
是，缠着大人要上一碗，有滋有味地吃下，完了还
不忘咂咂嘴：真好吃！

那时的美食主要集中在厚慈街。“锅盔，热烙
的。”“来点。”“甜的还是咸的？”“长（椭圆）的三个、
圆的两个。”尽管答非所问，但彼此都明白。

在厚慈街的茶馆里，来一碗盖碗茶，一边陶醉
在沱茶的清香里，一边有意无意打量黄葛树那盘
根错节的发达根须，将生活的烦恼抛诸脑后。

“凤凰门，川道拐，牛羊成群。”源源不断入城
的牛羊身上带来了特殊的味道，但它们的肉却很
香，而且牛的内脏成了重庆火锅最主要的原材料。

（三） 回味
十八梯凤凰涅槃，是一次充分体验民意的决

策。2010年6月12日，本地媒体报道“十八梯拆
不拆，老住户说了算”。6月20日下午4点30分，
在公证员的监督下，6389位十八梯居民以96%的
赞同票，同意实行危旧房改造。

对十八梯的改造，除了延续传统风貌区原有
的“上坡下坎，弯弯拐拐”，对危旧的老建筑坚持以
原位置、原高度、原尺度、原材料进行保护修缮，体
现一个“原”字外，还通过传承、植入、创新“巴渝文
态、建筑形态、新特业态”，挖掘、提炼、打造“十八
件、十八味、十八景”等新业态、新景致、新体验，突
出一个“新”字。

现在，来十八梯的游客中，不少是故地重游的
老居民。当年，他们住的大多是破旧不堪、结构简
陋的竹木房、板壁房、油毡房、砖柱夹壁房等结构
简陋的危房，每遇大风大雨，总是担心屋顶会突然
垮下来。没有卫生间、没有天然气、也没有正规厨
房，不敢用大功率电器，一家几代人挤在逼仄的空
间里生活……

现在，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古井春风、花街鸟语、
善果夜灯、响水茶香、佛崖夕照、于公挥毫等新景致。

人们为什么怀念过去的景，留念逝去的味？
通过走访十八梯，我突然感悟：是现实的好对比了
以往的痛；是过往的苦浓烈了今日的甜。乡愁也
好，怀念也罢，都是人们不能割断、不能舍弃的情
感原点。

忆昔念旧，相伴一生。未来将来，不舍初心。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政协）

远去的“鹿泉”
□尧放鸣

提起万盛街头百货公司大楼
前的“鹿泉”雕塑，老万盛人都很
熟悉，也很怀念。

“鹿泉”雕塑建成于 1988 年，
在它存在的 8 个年头里，这里成了

万盛市民眼中的一个热门景观。当
时，众多市民都前来拍照留影，特别是
春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和国庆
节等节日，手持“傻瓜”照相机的市民
更是络绎不绝。

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鹿泉？在
“鹿泉”中，鹿的形象不仅体态美，还被
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鹿与禄字谐音，

象征吉祥长寿。
“鹿泉”的设计者陈伟是我的好朋

友。他自幼酷爱美术，学生时代受到美
术名师的辅导，加上自身的悟性和勤奋，
进步很快，他创作的美术作品经常获
奖，在当地美术界小有名气。

20 世纪 80 年代初，陈伟中学毕
业后，特招进了万盛百货公司从事
专职商品广告设计工作。到万盛百
货公司工作后，他总感觉公司门面
前光秃秃的，太空旷了。他想，万盛
城区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城市雕塑，
如果能创作一个雕塑作品立在公司
门前，一定会吸引市民前来参观，从
而增加公司的知名度，取得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雕塑呢？陈
伟苦思冥想，直到一天晚上，他在一
本书上看到一个美丽的传说：汉高
帝三年，大将韩信领兵数万，从山
西越过太行山东下破赵。汉军在

追赶赵军的急行军中，口干舌
燥。正在干渴难耐之时，忽见
一只白鹿闪过，士兵们如获至
宝，紧紧追赶。那白鹿奔跑如
飞，忽隐忽现。韩信张弓搭箭，
奋力射去，正中白鹿。士兵们喜
出望外，飞奔向前，白鹿已无影无
踪，但落箭处却涌出清澈甘美的泉
水。军士们饱腹痛饮，疲惫顿消。

“鹿泉”之名便流传下来。
“对，就是鹿泉！”陈伟瞬间豁然

开朗，设计出形态各异的白鹿群像。
很快，陈伟就设计出了“鹿泉”的草
图，交领导审批，最后几易其稿的“鹿
泉”设计图获得一致通过。

1988年，美丽的“鹿泉”雕像亮相万
盛街头，成为当时万盛城区的一张响亮

的名片。
1995年，随着市政建设总体规划和人

行道的拓宽，“鹿泉”雕像被拆除，曾经寄托
了无数万盛市民美好愿望的“鹿泉”却存留在

他们的影集里和记忆中。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卫生健康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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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梯老街凸显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