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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第一次见到洪崖洞，是在20世

纪 60年代。那时我就读于市中区西
来寺小学，放学后经常与同学走街串
巷，寻找新奇。不意间，一头闯入了
洪崖洞。

记忆中是一个春日的午后，我和小
伙伴连蹦带跳，从沧白路边的台阶直冲
而下，钻进一条临江的巷道，蓦然便走
进一条小街。

说是一条街，两旁也有房屋，但那
街道上铺的青石板已被磨出几道凹槽，
那些房屋不过是用竹竿、篾席搭建的棚
屋。每间屋门前屋后堆满了废纸、酒
瓶、牙膏皮、猪骨头和烂布襟襟，那是住
户囤积着准备送往废品收购站卖钱
的。几个老头、老太咳着呛着，用发颤
的手忙着糊火柴盒，他们一天的温饱系
之于兹。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后来才

知道，他们大多是从农村里来的，连户
口也没有。

那条街叫纸盐河街，滨临镇江寺码
头，千里嘉陵江在这里即将汇入长江。

但小学生不关心这一切，我们步过
石板桥，两侧的丛竹绿意盎然、青葱滴
翠，倔强的藤蔓，早已爬上高高的峭
壁。就在这时，洪崖洞映入我的眼帘。
那洞不在现今装点的地方，而是位于后
来的嘉陵江索道站下面。

洪崖洞洞口宽敞，约有两人高，左
右有条石砌成的石柱，洞内没有做任何
修整，石壁犬牙交错。我们壮着胆前行
了一段路，前方漆漆然深不可测，四周
岑寂，唯有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滴水声，
响成一片。受不得惊吓，我们赶紧跑
出洞来。

不过，正因为有这么一个神秘
的大洞，后来我还来过多次。

多年后我踏上工作岗位，没
想到又回到这一带，而洪崖洞
呢，历经风风雨雨，遍缀苔藓，
横披老藤，显得更加衰败。

关于洪崖洞，清代以前无
人记述。最先注目洪崖洞
者，系巴县乡贤刘慈，此公乃
康熙四十一年举人。而正
式将洪崖洞列为“巴渝十
二景”者，则是河南卢氏县

人王尔鉴，雍正八年进士，初
官山东济宁州知州，乾隆十六年

贬四川巴县知县。
之后又有定远知县周绍缙、奉节知

县姜会照、举人周开丰、川东道张九镒、
重庆知府王梦庚诸公，均咏《巴渝十二
景》，内包含《洪崖滴翠》。

就这样，洪崖洞得以传名，凡文人
骚客过渝必游此地，且多有唱和。

二
清末民初，战乱频仍。由于洪崖洞

临江，上半城的下水道均被导引汇聚到
此处，导致它不仅不再滴翠，而是裹着污
秽之物的下水道的总泄口，成年臭气熏
天，连巡夜的更夫也不愿路过这个死角。

一帮无家可归的乞丐趁机钻进天
生的洪崖洞，把这里作为大本营。他们
乞讨的地盘大致为上自临江门，下迄千
厮门一带城内外街巷。

他们的头头姓马，人称马三爷，是
个恶丐，也就是胡搅蛮缠的乞丐。有一
次，马三爷去大阳沟菜市场讨肉，与屠
户发生口角，他操起屠刀自砍自头，刀
陷额上，血流如注，一声不哼，也不倒地
耍赖。菜市场的屠户全都惊呆了。说
时迟，那时快，马三爷毁了屠户的秤杆，
抢了一块十来斤重的猪肉压在刀上，扬
长而去。

你道马三爷只是偶尔为之？非
也。隔三差五，他仍是要来讨肉吃，大
阳沟的肉贩谁敢阻他？迫不得已，乃由
屠帮公会出面讲和，规定菜市场全体屠
户轮流月供马三爷鲜肉若干，马三爷因
而名声大振，成为城内数一数二的乞丐
头。他以洪崖洞为据点，广纳徒众，成
为当地一霸。

洪崖洞丐帮的规矩如何？局外人
不得而知，只知道洞内窝铺分有等级，
用叠架狗头骨来表示，狗头骨越多，等
级越高。他们敬奉的祖师爷是晋朝时
的范丹，代表权力的打狗棍被称为“红
棍”，由大徒弟掌管。

20世纪20年代，洪崖洞丐帮的头
头姓李，不知是马三爷第几代传人。他
平日坐享其成，不亲自出马，但凡逢年
过节，则要亲到大户人家打抽丰。40
多岁的李某眼微盲，颇魁梧，布衣布鞋，
衣衫整洁。他照例是站在大户门外，手
执红帖高呼：“大德绅粮，叫化头向你叩
喜！”大户则照例令下人送两个银圆，道
一声“辛苦”！彼此和气相安。

有面子的大户人家，与丐帮保持这
种和谐很有必要，可避免恶讨者假死、
假伤讹诈，小偷小摸不断。

听文史老人讲，李某在洪崖洞内有
妻妾子女，自养猪、鸡、鸭。千厮门一带
的小酒馆每天供他好酒，再加上小乞丐
的纳贡，生活优裕。

1929年重庆建市，千厮门外蔡家
湾一带突发一场大火，老城墙高不可
越，因此烧死的人不少。洪崖洞亦遭
灾，大火封洞，丐帮死者甚多，李某也在
劫难逃。火灾次日，民团从洞中拖出若
干具半焦尸体，其中便有李某及其家
人，丐帮因此瓦解。事后地方人士认为
因蔡家湾无城门，火封道路才烧死多
人，便由绅商捐助，修建了棉花街的新
城门。从此原有17个城门的重庆城多

了一座新城门，这是鲜为人知的掌故。
后来抗战爆发，外省难民甚多，各

种新乞丐也增多，也有钻进洪崖洞居住
者。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洪崖洞洞口坍
塌，以砖柱撑持。

三
1949年后，西南军政委员会驻重

庆，也曾有人奔走呼号，提议修复“洪崖
滴翠”等景观，为山城增色。无奈因种
种原因，不见动静。

洪崖洞的居民，是最有耐心的，他
们能在破破烂烂的吊脚楼长住，已是心
满意足。即便发生洪灾，他们也只是悄
悄地迁到高处暂避一时，洪水一退又搬
回，照样过日子。

改革开放后，人民政府决心让住房
建设成为新的增长点，带动新一轮经济
增长。重庆市的党政领导，也决心借西
部大开发之机，把本埠建设成为长江上
游的经济中心。

正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洪崖
洞迎来了重生之机。一位开发商看中
了这里，斥巨资打造洪崖洞。2006年
洪崖洞民俗风貌区建成，同年9月开
业。一群仿古建筑拔地而起，但见楼
阁错落龙凤翱翔，幽房曲室玉栏朱楯，
轩窗掩映牖户自通，金碧辉煌耀人耳
目。更有金虬伏于栋下，石兽蹲于户
旁，壁砌生光，工巧之极。难道这就是
川东民居的代表作——吊脚楼的现代
版么？太漂亮了，难怪它是外地游客
争相打卡的景点。

当初那些清雅纯粹的诗人和道不
尽的雅事，都随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
远，在历史的远方化为一片苍茫，这不
由得让我们感叹人生的短暂和擦肩而
过的遗憾。幸而洪崖洞复苏，先贤们如
高天长风般不衰不竭的墨迹，随着岁月
的久远凝固成为永恒，被我们视为风范
而摩挲不已。

从这层意义上讲，《房屋一直修到山
顶上去》的洪崖洞雕塑，可以说是一种精
神的象征。如今这种精神经过岁月的风
霜，已浓缩成了一颗颗不屈的雄心，必将
如长明灯一般闪耀在后人的心中。
（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

狮子滚绣球是家乡仙乌嘴的一项
传统表演节目，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没有电视和表演乐队，舞狮就成了节假
日、生日和红白喜事必须有的热闹场
面。家境好的，一般都会请舞龙、舞狮
两个表演队，家庭不宽裕的也可以单请
舞狮的或舞龙的。

狮子滚绣球，是一种民间杂耍舞
蹈，通常是两队，两人合扮狮子，一人扮
武士，手持彩球，逗戏狮子。扮狮人多
数是男士，因为耍狮力气要大，一般女
人吃不消。

狮子的外衣一般是大红绒布制作，
狮毛多为红须线缀成，嘴边和眼圈多用
黄线缝制，两人钻进狮肚里，将拉链拉
上，前面的人用嘴叼着狮子头，两只手做
前爪；后面的一个人抱着前面一个人的
腰，两脚做后腿。当狮子站立起来时，实
际就是后面的人抱起了前面的人。

狮子滚绣球的来历，相传南北朝时
有一位名将叫宗悫，元嘉二十二年（445
年）与南方南夷国在黔水发生一场战
争。宗悫为先锋，接连受挫后，宗悫的
副将周聪半夜出营小解，突然看到一只
狮子跑来，受此启发，急忙跑进营帐，想
出了一条妙计。第二天找来木板，命部
下雕刻木块，制成狮子头套和面具戴

上，复披黄衣，让士兵假扮狮子，南夷士
兵以为是狮子群冲过来了，败阵而逃，
宗悫获得全胜。这种作战方法，逐渐流
传民间，并慢慢增加舐毛、搔痒、打滚等
动作，变凶猛为可爱的形象，以此演绎
狮子送祥瑞的习俗。

记得我小时候，村里要是有哪一家
老人过大寿，定会请来舞狮队，一般会
请两支或三支狮子队进行表演，因为两
三支队伍表演，就会有竞争，谁表演得
好，就会多得主人的赏钱。表演的场
地，多数是在自家的院坝。表演的内容
有一条龙表演、五子登科表演。

所谓一条龙表演，就是用乡村坐席
的高板凳，连接成一条长长的板凳龙，
短的一二十根板凳组成，长的四五十根
板凳组成，把大大的绣球放在板凳上。
表演者要随着弯曲的板凳和绣球的滚
动，进行各种戏龙珠表演，而且还不得
落地，一旦落了地，就算表演失败。

所谓五子登科表演，就是用五张大桌
子重叠起来，表演者要从地上，一层一层
地表演上去，然后在桌子顶上腾、挪、翻、
滚，表演激烈时，狮子喷出烈火，凌空起飞，
在空中转一个圆圈，再稳稳地落在桌子
上，然后再从桌子上，一层一层表演下来。

要是农闲时，哪一家有耍狮表演，十

里八村的老乡都会跑来观看，把院坝围
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像我们小
孩，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从大人的腋
下、胯下、或板凳下穿过去，挤到最前面
去观看。要是有两队或者三队的狮子表
演，那就更好看了，表演者为了展现自己
的实力，拓展自己的市场，都会使出浑身
解数，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比如梅花桩
上金鸡独立、狮追鸡鸭、二狮夺珠，等等，
这些动作难度较高，除了要考验表演者
配合的默契程度外，还要考验表演者的
功力，稍不注意，就会从梅花桩上掉下
来。当然有技高者，故意从高高的梅花
桩上往下一掉，当要落地时，狮子
的四条腿，刚好支撑在离地有五寸
高的桩脚上，让所有观看者在心
里“啊”的一声，都以为掉下来
了，其实，一个凌空展翅，狮子又
稳稳踩在了梅花桩上。更有技
压群芳的表演者，从十层高的饭
桌上，抛出绣球，然后飞身跃下，
在空中将绣球接住，不让绣球落
地，引得全场阵阵掌声。

狮子滚绣球象征吉兆，是中国古
代的一种杂耍游戏。“狮子滚绣球”又
成为人类生殖仪式的象征。俗传，雌雄
二狮相戏时，它们的毛纤缠在一起，滚

在一起而成球状，他们的后代小狮子便
从中产出。在四川、云南、贵州、湖南、
湖北这一带民间有一句俗话：公狮母
狮，抱在一起搞出个小狮。可见，它的
价值还在于人类对延续后代的渴望。
更有代表性的是大户人家门前都耸立
得有两尊石狮，因狮子有镇宅护院、辟
邪纳祥之作用。
（作者单位：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医院）

话说洪崖洞 □杨耀健

狮子滚绣球 □周廷发

晚清时期的晚清时期的
重庆嘉陵江重庆嘉陵江
河街河街

民国时期的洪崖洞民国时期的洪崖洞
纸盐河街纸盐河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