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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处重庆大都市核心位置

能仁寺所处的位置，堪称重庆大都市的核心。中华
路著名老字号吴抄手店左侧，有条逼仄的小巷，走进去，
即可看见能仁寺庄严的山门。

能仁寺是重庆规模较大的寺庙，是全市唯一一座“尼
众丛林”寺庙。它原名“三教堂”，早期名叫海云寺，位于
今重庆渝中区中华路92号，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韦驮
殿、观音殿、钟鼓楼、玉佛殿、菩萨像等。

有人说能仁寺始建于明代，但始建年代及始建人均
已无据可考，距今300余年则有据可查。据《巴县志》记
载：“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改八坊为二十九坊。三教
堂归杨柳坊（今中华路）管辖。”

明代以来，社会流行儒释道三教合一，1707年以前
于此处建三教堂，为能仁寺前身。《巴县志》庙宇卷载有大
山门牌楼落款：“清嘉庆己卯年（1819年）仲夏，住持慧能
立。”这证明，佛寺逐渐从三教合一中独立出来，变三教堂
为海云寺约在慧能任住持前后。史料称，能仁寺接法于
重庆九龙坡华岩寺，属临济宗法脉。

2 重现当年清净庄严的景象

1926年，住持能亮法师为办学方便，改子孙庙为十
方丛林，海云寺更名为能仁寺，创办楞严学校。受太虚法
师大力推行佛教教育的影响，1943年，住持性空法师在
能仁寺创办“佛化尼众学校”。当年秋季开学，学生30余
人，设国文、算术等课程，志在扫除尼众文盲，提高尼众的
文化素质和个人修养。1950年，因性空法师回武胜永寿
寺，学校停办。

1951年，遍空法师任能仁寺住持。遍空法师俗名陈
卓君，1903年6月18日生于重庆一名门。从树坤女子中
学毕业后，她便潜心向佛。陈卓君最早皈依峨眉山洗象池
一位老和尚，先是在华岩佛学院学佛，1935年后到南京、
上海参学，后在杭州珍珠庵出家。回到重庆后的遍空法
师，除在能仁寺做住持外，还曾担任重庆佛教协会会长、名
誉会长。2006年，遍空法师在能仁寺圆寂，享年103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寺内佛像被捣毁、殿堂改作他
用、佛事活动停止。1976年后不久，由政府出面，归还了
能仁寺寺庙。1984年，重庆市政府批准其对外开放。
1985年，该地居士达450人，平时有100至400信教群众
参加活动。1992年，在渝中区政府支持下，能仁寺对危
房进行改建，历经三年，建成一栋四层高楼的玉佛殿。
1994年，能仁寺又先后修葺了大殿、观音殿、禅房等。

1998年，能仁寺重塑佛像六尊：弥勒佛、药师佛、财

神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西方三圣。2000年8月又
对大雄宝殿和观音殿进行修建，将两殿屋顶小青瓦换成
琉璃瓦，能仁寺重现当年的清净庄严、雄伟壮观、佛音绕
梁的景象。

3 小巧玲珑古刹大隐隐于市

大隐隐于市。在渝中区中心繁华路段，一座
小巧玲珑的古刹寺庙镶嵌于此，让过往的游人惊
异不已。

2014年，渝中区决定优化调整能仁寺布
局，将能仁寺改造与中华路片区危改工作相
结合，整体规划开发。同年5月，能仁寺修建
山门通道，解决了山门前下水道堵水问
题。2015年4月，能仁寺维修大山门，保
持山门原貌，进行彩绘和加固。前山门坊
额“能仁寺”三字，左右门柱雕刻对联：宝
刹重兴广开觉悟，法幢再建普利人天。
均黄底红字，笔力遒劲。山门第一重檐
顶部中央最上层是葫芦砖雕，下面佛龛
供大肚弥勒佛，其身后正脊左右各横卧
一条蟠龙。从第一重檐到第二重檐之
间，层层叠叠雕有大小不一、色泽艳丽、
造型生动的莲花，狮猴，麒麟以及佛教故
事等浮雕。

据渝中区民宗委工作人员介绍，现存
能仁寺占地1.44亩，建在由南向北逐级升
高的二级台地上，山门、观音殿、大雄宝殿、玉
佛殿由南向北逐次展开，除山门稍向右侧外，殿
堂均在同一中轴线上，右侧为僧寮，左侧围墙将殿堂
连接。前山门经20米通道与中华路相接，后山门与八一
路相通。寺庙建筑保持明清风格，房屋外墙下面小部分
为青砖，青砖之间留白浆线条，上部均为红墙，形成庭院
格局。

在寸土寸金的解放碑，能仁寺的建筑和布局，小巧精
致而富丽堂皇，堪称大都市中心城区颇具文化魅力的独
特风景。 （作者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

重庆母城渝中，历史源远流长，人文积淀厚重，巴渝文化、革命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在人们记忆中印刻成
独特的文化符号。为探寻渝中灿烂人文历史，大力挖掘、传承、弘扬母城诚信文化，让更多人感受母城历史的厚度，《重
庆晨报》副刊部联合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共同推出“重庆母城文化故事——渝中人文探寻之旅”大型征文活动。

征文作品力求突出母城诚信文化内涵，挖掘更多历史故事，呈现更多文化元素，讲好渝中故事，传承文化价值。
作品以母城渝中的人文、历史、地理、典故为创作目标，强调纪实性，要求史料扎实、考证准确、故事引人入胜。

征文以发现和传承诚信文化为主题征文以发现和传承诚信文化为主题，，面向社会公开面向社会公开征稿。稿件字数1000～4000字，配图作品优先采用。
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单位或协会、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开户银行及账号等。一经选用，即付薄酬。

征文活动时间：2024年1月至2024年6月。活动结束后，将评出优秀作品并颁发奖金和证书。征文
作品将集辑成册，版权归活动组织方所有。

投稿邮箱：cqcb2023@sina.com cqcbgsh@126.com
重庆市渝中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区文旅委 《《重庆晨报重庆晨报》》副刊部副刊部

芝麻丸子
香喷喷甜丝丝

□罗安会

重庆母城文化故事渝中人文探寻之旅
大型征文活动启事

□龚毅

走遍渝中区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如
今渝中半岛仅存两座佛教寺庙：一座是闻
名遐迩的罗汉寺，另一座寺庙就是与解放
碑比邻的能仁寺。

解放碑旁闹市中

藏着一座
300年古寺

芝麻丸子，让人嘴馋。
这芝麻丸子，不是一般的芝麻丸子，而是我们江津的一大

名产。以前，作为川渝菜“三蒸九扣”里的甜品，它是江津的
一道招牌菜，入选了中国菜谱。

芝麻丸子始创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前后，前身
叫糯米丸子，在江津传承了200余年。新中国成立后，

江津名厨罗灿荣做了改良：改肉馅、改调料、加芝麻，
调整一系列工序，于是糯米丸子改名为芝麻丸子。

当年，罗灿荣 50 岁出头，精明干练、身材
瘦削，是江津唯一的川菜特级厨师。我和
罗灿荣结缘是在 1978 年秋，我当知青回城
后，被安排到江津县（今江津区）国营万
人旅馆餐厅上班，我与几位同事拜罗灿
荣为师。

拜师那天，罗老师端坐在椅子上，我
们6名徒弟一起磕头叩拜。罗老师对徒
弟们要求十分严格，时时告诫大家：“做
餐饮要把色香味形放在第一位。”他制
作的江津肉片、红绸肉丝、鱼糕鱼丸、
芝麻丸子等佳肴，名冠江津沿江一带。

那时，县城常住人口只有数万，全
城只有4家国营餐厅，集体餐馆不到10
家，厨师人数不超出100人。

我工作的“万人旅馆”是县政府新
修的，主要用来举办会议接待，接待量
比较大。餐厅每天有一定数量的肉食
供应食客，回锅肉、烧白、肉丝、肉片、
芝麻丸子……这些当时不多见的好东
西，每天卖完就没有了。

这年冬天，一次接待活动，饮食公司
领导特别强调：“大家一定要把伙食办
好！代表们喜欢吃的芝麻丸子，每个由1

两增至1.2两。”
为圆满完成会务工作，罗老师督阵，众

师兄师弟像打仗一样忙碌起来。
罗老师安排我和师弟罗远长（罗灿荣的幺

儿）负责做芝麻丸子。为保质保量，原料必须用
秤称，制作按三道工序：制皮、制馅、制心。几十年

过去了，配比我还记得清楚：做100个丸子，需用鸡蛋
1.5斤（用蛋清）、肥肉2.5斤、阴米2斤、芝麻1斤、瓜片1

斤、红糖或白糖3斤、炒粉0.5斤、水0.5斤。这样做出来的
丸子，每个重1.2两。

做芝麻丸子很讲究，工序共有10多道，配料10余种，特别
是制心子，须先掌握火候，反复在锅里翻炒，然后在盆里揉搓捏，

使包心紧密黏合在一起，糍糯为准。芝麻丸子做好后上蒸笼，第一
次蒸6分钟，让丸子定型，冷却后存放，上桌前再重新蒸12分钟，出笼
的芝麻丸子色泽美观、油润香甜。会议期间，我和师弟每天做800个
芝麻丸子，形态大小一致，入口油润香甜，深受与会者好评。

那时候，普通人家要吃上芝麻丸子很不容易，一般在春节团年饭
上才有这稀罕物。它象征着全家人和和美美、团团圆圆，丰收满满。

厨师们精心制作的芝麻丸子深受消费者喜爱，名气也越来越
大，先后入选了《四川菜谱》《重庆菜谱》和《中国菜谱》。

改革开放后，个体私营餐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传统
川菜、民间菜、江湖菜、粤菜风起云涌，丰富着食

客们的舌尖。然而，不管各种流派的菜品如
何百花争妍，芝麻丸子仍是食客们追捧的

美食，就连农村办酒席也离不开它。
如今，退休后的师弟罗远长子承

父业，带着儿子潜心研究芝麻丸子
的创新。他将芝麻丸子的糖分减少
一半，增加炒粉、芝麻、蜜饯、红糖、
核桃仁、瓜片、玫瑰、花蜜等食材，
制作出了一道补脑、补气、补血、
养颜而又软绵的特色新宠美食。

罗灿荣老师虽已过世，但他
的芝麻丸子手艺得以传承，那一
口香甜已飘入街头巷尾，飘入寻
常百姓家，飘入人们的烟火日常。

光阴流转，芝麻丸子依然香
甜，让我心心念念难以忘怀。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