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洞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杜市镇月
坝村，离綦江城区仅25公里。前不久，
我们在一本叫《杜市掌纹》的书中读到平
安洞的记载，文化志愿服务团就去打探
了一下这个离綦江很近的“洞里洞外，平
安无限”的平安洞。

众寻千百度，原来在此处

平安洞的原生状态其实就是渝南地区非喀斯特地貌的常见岩腔，它
是在边坡演化过程中，由于砂岩、泥岩等软硬相间的组合必然造成差异风
化，硬质岩石因抗风化能力较强而形成陡崖，软岩则因抗风化能力较差而
形成负地貌，这种在软、硬岩交界部位因差异风化作用而形成向山体内凹
的空腔。只是位处山顶，与文化服务志愿者们之前见识的从下往上攀或
绕行平穿的岩洞大相径庭，只能从岩上往岩下钻，隐蔽性更强。

我们先期到达的志愿者们在松林坡里找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有寻觅
到寨墙的踪影。但当瞄到山崖顶岩下一垛短短的寨墙，又得来全不费
功夫。作好充分准备的志愿者们用万能“工兵铲”砍藤充当保险绳，抠
斜坡造脚梯，克服困难，终于“垂降”进洞。

当地颜地主，道光戊戌修

平安洞不大，也就约100平方米，只有三垛由“连二石”砌成的石
墙。进口处的两垛宽约3米、高约1.5米，还各有一个不到1.3米高的门
洞，仅容一个人猫腰进出，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洞窟尽头的那
垛，更显窄、矮。悬崖一侧地面岩石边，散存着10来个直径、深度约10
厘米的圆洞，明显是打木桩、安护栏的功用。再用心观察，外墙上还分
布有9个射击口、内大外小，不知道当年，是否真的发生过激战。

令人惊喜的是，我们发现了内墙门洞外侧上方的石刻文字。正中间
是从右至左的“平安洞”三字，字径约20厘米。右边是从上往下的“地主
颜鑑自修”六字，告诉了我们洞寨的主人是谁，并且不是官府所为，而是自
力更生保家卫己。左边也是从上至下的6个字，告诉我们这洞寨为“道光
戊戌年立”。原来平安洞修于道光十八年，已经185岁“高龄”了。由于寨
墙躲在岩下，基本没有日晒雨淋，风霜的侵蚀并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

筑洞防啥患，方家沟逆匪

志愿者们询问了不少当地人，都不知道当年建修平安洞及相关情
况。但志愿者们明白，有果必有因。颜地主修此洞寨，是避匪保平安。
但183年前，有什么样的“匪”，让他感觉到危险了呢？

道光年间，杜市附近并没有大股“匪乱”，之前只有嘉庆七年白莲
教“匪”案，不可能留有余波让颜地主36年后再封洞寨自保。再查清
《綦江县志》，看出了一点儿端倪，这就是“道光十八年仁怀县方家沟
‘逆匪’案”。

据清《綦江县志》编辑罗星撰该案始末，仁怀县的温
水、条台岗一带，穆、袁、赵、何、谢等聚族而居，因“边
鄙辽阔，民风习成犷悍，械斗窠（kē）招”。

道光十七年（1837年），谢家有女谢昭15岁
（幼配穆开先），病后自称神灵附体，诳言与乡
邻赵国标是三世父女关系而更名赵福英，于
当年夏天起妖言惑众，逐渐致附近几十里村
庄耕织皆废，并聚铁匠坝操演拳棒，昼夜打造
凶器，滋事谋逆。

道光十八年（1838年）9月，赵福英假借道
光十六年（1836年）有朱明（明朝皇帝姓朱）真
龙天子出生，代表菩萨降生扶助，将来都是开国
将相。经江津李市打到成都，反清复明，暂时像
蜀汉开国皇帝刘备一样统领西南。预计道光二十
四年甲辰（1844年）成功。现在，桃子林岩边，菩
萨已经送来了兵刀二篓、军旗两面及盔铠等物。

还有扇子三把，菩萨授予了黎山老母（原本是穆家做饭的婢女春袭）、穆
袁氏（穆继贤妻子）、谢乔姑等。真有点秦末农民起义鱼腹丹书“陈胜
王”及夜半狐狸呼喊“大楚兴，陈胜王”的剧情重演！紧接着，赵福英登
座册封，千岁、大王、军师、天保大元帅、天师等官职一应俱全。

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数百人揭竿而起，杀了与谢继贤有世仇
的赵小高祭旗，在川黔交界两地都有产业的穆玉瓒、赵联升，均被焚
掠。随后仁怀、綦江两县均接叛报。重庆府汪知府即派把总朱荣魁、木
洞司朱木迅速赶赴綦江办贼。起初綦江县令毛辉凤还以事发仁怀不以
为意，隔岸观火并不着急。直到十月初一才抵东溪。十月初三，仁怀、
綦江两县“文武会合，凡兵丁团勇，并从而观望者，不下二三万人”。却
因轻敌而大败，朱巡检、毛县令仓皇回逃。就连重庆汪知府亲带兵“东
溪万天宫扎营，即遍张赏格，捕获贼首穆继贤者，赏银五百两，余要犯三
十两”，都因“风声鹤唳，无应命者”。

叛逆初战告胜，欢呼菩萨显灵，杀牛祀祖还愿。后火烧温水场，据
守方家沟休整，待人马粮草齐备，然后上成都，扶主登位。

时任四川总督持“事在仁怀，而綦江毛令，越境酿成大案”的消极态
度，并严饬“妥善防堵，毋使该匪一名入川”的消极政策，重在防堵“綦之
西界交江津，至合江南界诸关隘”。黔兵屡遭败绩，“人人以贼溃，必并
入于綦，惶恐特甚。各处齐团修寨，铁匠铸枪矛，无日无夜”。加之叛逆
欲由“东溪到金佛山”“金佛山亦有反者”“毛县令家眷先已撤去”等传言
日甚，人心惶惶，群情益惧，穷人、富户，人人自危。

在这样的背景下，綦江与杜市，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特别是“巴县人被
贼围去，近为贼遣，看各处隘口”等更让人惊恐的传言，杜市人民在逆匪将
至的背景下，与綦江、仁怀（今习水）一带的百姓一样，同如惊弓之鸟。颜地
主在形势所迫下迅速采取行动，封洞为寨力求自保，是最正确的选择。

现场估测，平安洞寨墙仅用条石约5立方米，最长不超10天半月即
可完工投用，完全能满足颜家人应急自保的需要。

兵祸接连起，入洞即心安

早前我们曾探访过綦江区的新盛文明堂、成平寨，永城芙蓉书院，
江津蔡家莫家沟小篷瀛等“居住+御匪”功能古寨堡，平安洞面积太小、
无法功能分区、缺乏稳定水源，除安全护栏外没有其他整修痕迹。我
们综合判断，平安洞并不具备长期居住功能，只是主人遇“匪”时的暂
时栖身场所。

不过，方家沟逆匪固然猖狂，与清朝军队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于
当年（1838年）腊月就被彻底歼灭。颜地主的平安洞，最终没

有在这场叛逆案中派上用场。但这更是颜地主的幸运，
也是杜市人民的幸运！

只是，兵祸既起，预示着清朝的大厦已日趋倾
覆。16年后，咸丰四年甲寅贵州桐梓九坝杨隆喜，
咸丰五年乙卯贵州桐梓卢溪邹辰保，咸丰八年戊
午、九年己未贵州绥阳麻王洞、桐梓康家洞、层
峦山、鼻孔山、螺蠏洞及滇匪李永和、兰大顺，江
津土匪刘神仙等聚众焚掠迭起，每一次波动都
让颜地主作好了随时躲入平安洞的准备。

直到咸丰十一年七月起，石达开太平天国
部队数次侵扰綦江、江津，同治三年桐梓白号逆
匪（白帕蒙首为号，不是白莲教）围攻綦江城
……几乎年年都有匪乱，终于迫使颜地主躲进

“平安洞”保住了平安。平安洞才算没有白修。
（作者系綦江区文旅委干部，重庆市重庆史研

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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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重庆市新
诗学会会员、重庆市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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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梅绽放从容
（组诗）
□廖凡

江津平安洞：地主为躲避匪患而建
□杨友钱

江津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有着1800多年
的建制史。江津是中国长寿之乡，重庆市第一
个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诗词城市和中国楹联
文化城市。聂荣臻元帅生于此，陈独秀先生逝
于斯。为挖掘江津历史人文，《重庆晨报》副刊
部与江津区作家协会联合举办“江津往事·寻
踪”征文活动。征文如下：

一、作者:作者不限，江津区内外作者均可投
稿；

二、内容:主要反映江津的前尘往事。文史、党
史、正史、津城秘史；奇事、趣事、怪事、佚事，鼎山故
事，包括地名来历、历史轶事、人物奇闻、人文景观、民
间趣事、山珍美味等；

三、主题:必须正能量，向上、向善、向好、向
美；

四、内容:有据有因，拒绝胡编乱造。凡江津
百姓耳熟能详之旧事如“莲花石爱情”爱情故事
等，要写即要有新内容、新发现。老故事新角
度、新写法，不得抄袭，不得侵犯他人权利；

五、写法:写法上注重“寻访”，要有现场感；
六、字数:每篇1200～4000字，若有珍贵照片可

以配图；
七、在《重庆晨报》副刊和其他报刊择优发表，

刊发稿件均配活动专用题花。征文结束后集辑出
版，均给薄酬；

八、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止。
九 、投 稿 邮 箱 ：912529179@qq.com

17708332565@163.com
欢迎来稿，欢迎参与！

《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江津区作家协会

《江津往事·寻踪》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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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晨报2023年改版，推出
文史副刊，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
刊载历史人物、今古故事、史料秘
闻、考古发现、神话传说、市井谈
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欢迎
赐稿。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
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提供银行卡
开户行、银行联行号等。

文史类投稿邮箱：
cqcb2023@sina.com
故事类投稿邮箱：
cqcbgs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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