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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很小，小得来在四通八达的老巷子就随处看得
见、摸得着、遇得上。

从巷子这头进去，住家人户的煤炉子冒着烟，蒸煮着
火巴红苕或糯包谷，味道在巷子里飘着，很是馋人。巷子两
边斑驳的青砖墙壁勾着白缝，还有一些好看的花窗，不知
道是哪年哪月的产物，反正砖体早已经风化剥落。几株
无名的草茎从破败的砖缝中挤出来，活得聊有生机，和巷
沿石板上培植的海棠花、黄桷兰一样生动。巷尾出来时，
就有了三两发小勾肩搭背嘻嘻哈哈，把手里攥的烟标，在
巷子尽头处玩得童心飞扬。

一条老巷子就是一段故事。灶壁墙隔着的街坊邻居
亲密无间，哪怕吃几颗酸辣急水胡豆，也会给隔壁邻户送
一小碟过去尝尝。夏季的偏东雨说来就来，把老瓦片冲
得散漫，雨水滴漏。大雨未歇，就有热心的邻居披蓑衣、
戴斗笠、搭梯子，为漏雨人家检修瓦槽，堵漏止漏。漏雨
人家好不感动，进得灶房，弄一碗香喷喷的米花糖开水递
给热心的邻居。碗里，还有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土鸡
蛋。巷头的张老头和巷尾的李老伯，不知道是谁在下棋
时忽略了“举手无悔”的约定俗成，吵得不可开交。爱管
闲事的黄姑婆拉着两人就往自己家走，给张老头李老伯
一人倒一杯老白干，“喝，喝了继续吵。”弄得两老头面面
相觑，很不好意思。

飘散着烟火气的老巷子，数得出名字的就有斑竹巷、
百货巷、一人巷、清平巷、东门巷、杨嗣巷、柯家巷，有长有
短，有宽有窄，巷套巷，巷通巷，巷连巷，巷巷古朴，巷巷亲
和。从斑竹巷一路下去，可达水码头通泰门，看大河上下
的煤船、菜船、粪船、粮船、沙船。百货巷穿出去，就到猪
槽街黄荆街，看市井百姓在菜市场挑挑选选。一人巷是
窄小的，却在老城中很有名气，或是它可以连通鞍子街到
五福街这片闹市吧。清平巷是有故事的老巷子，娃儿们

从这里出去，就看得见武城山，山上有娃儿们追逐嬉戏的
童趣。至于出了柯家巷，那就是另外一番郊外天地了，让
娃儿们置身于藏树猫、抓螺蛳、挖野葱的快乐中。

老巷子是老县城的毛细血管，有了老巷子，老县城才
不缺乏营养。巷子口，有修钢笔的小摊，让一支支破败残
缺的钢笔重生，重新别在上衣口袋里体现主人家有墨水
有文化。修伞补鞋的在巷子过道，一摆就是十数年不歇，
手艺名声早就传遍了老城的旮旮旯旯。巷子里的老酒馆
是最懂酒友的，店家门口的那盏灯彻夜亮着，哪怕是深更
半夜想喝上一杯，店主人立马披衣起床，把好酒好菜端在
桌子上。巷子里还有买竹筒胡豆豌豆的，一分钱两分钱
就可以买上半捧“零嘴儿”，慢慢打发时光。一到清明、春
节，巷子口经营钱纸蜡烛香的店铺比平时更加拥挤，大人
买大人的祭品，娃儿们扭着大人，要的是甩炮、转子捻、冲
天炮之类的。愿望得到满足，娃儿们脱兔似跑进老巷子，
在天井小院的石板上玩得喜笑颜开。

城里的老巷子，瓦楞上有野草丛生，屋檐下有竹竿横
放着晾晒一家子人的衣物，接骨斗榫的老郎中居家开店
医治病患，卖酱油麸醋的小生意方便街坊四邻。小人书
店开在街沿上，一溜小板凳、几根长板凳，加上三两张竹
椅，就让巷里巷外的娃儿沉浸在几百本连环画的故事情
节中。爆米花的、卖冰糕的、修补席子的、磨剪子戗菜刀
的也会在老巷子里进进出出，让各式各样的叫卖声充盈
在巷子里。还有邮递员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一响，巷子就
兴奋起来，不是哪家的汇款拢了，就是哪家在外当兵的儿
子寄回了家书。这些之外，就是送来的报刊杂志，让戴着
老花镜的老人抿着沱茶，把安闲的时光读得津津有味。

老城，就在这些充满烟火气的老巷子里，显得活灵活
现的，很美……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巷子里的老城
□黎强

观卢德龙书法绘画小品荟萃展览
□张川耀

石柱有一口“红军井”
□黄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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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九、投稿邮箱：472247460@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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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留下的革命足迹“红军井”，坐落在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城北2公里的南宾街道红井社区帽顶山猫圈
坡。“红军井”井长1米、宽0.7米、深0.6米，井壁用石板砌
成平台，至今仍是猫圈坡山民的生活用水，四季不涸，清
泉甘冽。井旁还有“红三军休整地”“红军井”两座石碑。

1933年11月，贺龙率领红三军挥戈入川，12月22
日一举攻克黔江县城；1934年1月30日又攻下湖北利
川县城，当日，贺龙命令红三军一部到万县边境白杨
坝打游击，贺龙亲率军部及师部指战员进军川鄂边境
的石柱县城。

1934年1月8日，贺龙率部队由湖北利川县鱼泉
口入川，经石柱县枫木镇、黄水镇、悦崃镇古城坝，11
日晚到达石柱城郊2公里处的帽顶山猫圈坡休整，受
到当地土家农民的热烈欢迎。

猫圈坡山清水秀，梯田层层，农舍参差，民风古
朴，这里离县城仅 2 公里之遥，地势高险，可俯瞰县

城，便于观察敌情，在此休整便于隐蔽。
休整期间，贺龙部署好警戒、侦察工作后，

安排政治部组织宣传队深入到各个院落，向群
众宣传红军的主张、任务和纪律，宣讲土地革命
政策，在农户房屋墙壁上书写“穷人不还富人

债，佃户不交地课（租）”“红军是穷苦人的队
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官僚地主阶

级”等宣传标语。
部队组织红军战士一边开展政

治学习、军事训练，一边帮助群众解
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帮助当
地老百姓挑水、砍柴、打扫院坝，深
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当年部队在此休整时，正值冬
季，寒风呼啸，饮水奇缺。为了解决
部队和当地农民饮水困难，红军在清

理原村民水井淤
泥时，发现离此井
数米远处，有泉水
流出，于是，战士
们连夜挖地4米多

深，挖出了一股
泉水，然后用石

头砌成一口水井，解决了当地群众的饮水难问题。
红军休整7天后，于1934年1月18日离开猫圈坡，

取道石柱县蚕溪乡，过卷店乡、沙子镇分水岭，沿川鄂
古道翻越天然屏障七曜山，于20日挥师进入湖北利川
县境。

红军离开猫圈坡后，井水长年不干，被群众称之
为“仙井”“龙井”。当地村民为不忘挖井人恩德，将水
井取名“红军井”保护至今，并自编了一首脍炙人口的
歌谣流传至今：“昔日喝水贵如油，下山挑水就发愁。
自从贺龙挖了井，龙水流进锅里头。”

1982年12月1日，石柱县人民政府公布，将“红军
井”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革命老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同时，对这口水井进行了修缮。该井占地
45平方米，由井眼、内井台、石碑、外井台、屏风照壁、
四周栏杆组成，并在井旁立碑刻记，永铭红军功德。

80多年来，红军留下的“红军井”，终年不涸，至今
仍在润泽当地村民。每年，不少单位都要组织党员干
部，来到这里开展革命传统和党史学习教育，领悟初
心、淬炼党性，将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下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时下重庆，画
廊、书画院、美术
馆，方兴未艾，呈现
出文化艺术一派繁
荣兴旺景象。最
近，卢德龙先生书
法绘画小品荟萃选
择在重庆“南山文
化驿站”办展。

南 山 风 光 旖
旎，是重庆花冠、主
城绿肺。这里有盘
山公路可达，曾有
茶马古道通云贵至
两湖。抗战时期，
章世钊、沈尹默、乔
大壮、潘伯鹰、沙孟
海、叶圣陶、谢稚
柳、黄苗子、许伯建
等创办和为成员的“饮河诗社”群贤集聚、众彦荟萃，曾留下几多诗
文佳话和墨宝。

德龙先生二十刚过，便大胆地以隶草兼容的老辣笔法、遒劲
古拙的书风在全国书法展上折桂成名。他与青少年携手同行共
进，率先开班收徒，30余年坚持不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卓有成就和
建树的书法名家。

为不让一日闲过，一生不懈坚持凌晨早起临碑摹帖，虔诚谦恭走遍
大江南北遍访名师，举凡盛名天下的当代翘楚，启功、沈鹏、周慧珺、刘
炳森、张海、言恭达、许伯建、冯建吴、刘云泉、毛峰等他几乎都曾登门拜
谒、听其教诲、得其点拨，纳百家所长、融会贯通、艺业迅速精进。

为增强理论素养、进一步提升书法美学、掌握绘画要领。不惑之
年，他来到西南大学美术学院读研。通过以书入画的刻苦钻研、反复
比较，其工笔人物、写意花鸟、山水林泉等突飞猛进，在画坛崭露头
角。

展厅门口那帧“不做无益之事、怎遣有涯人生”，便是德龙先生谋事
待人的最好例证。纵观这次书法绘画小品荟萃展览，充分
体现了他传统与创新、机敏妙悟、丰膄巧构、韵味醇
厚、意趣盎然、小中见大，以书入画的特色、写
意率性与“接地气”的高度统一。

（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