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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城“傻儿厅长”传奇
□吴文

1
傻孩子“躲猫猫”上了龙床

这位头顶“七品傻儿王”谐称的厅
长，寻常百姓听闻之后，随口叫来，不过
只是一段趣闻。可地方大员们知道了底
细，个个惊得掉了下巴！

话说当朝皇帝，有一同胞妹妹，生得
花容月貌，深得皇兄喜爱。后来，公主嫁
给了国舅的儿子，诞下一男婴。这娃娃
虽懵懂愚钝，但家人仍把他当成“宝贝疙
瘩”。皇帝心怀仁慈，让这孩子常去皇
宫，与皇子公主们一同嬉戏玩耍，期望能
给予他温暖与关怀。

这孩子天生憨傻，时常做些令人啼
笑皆非之事。一日，几个孩子又在宫中
玩捉迷藏。以往，这傻孩子每次都如瓮
中之鳖，很快便被玩伴找到。可这次，他
脑壳一转，竟偷偷溜进了皇帝的寝宫，然
后憨乎乎地爬上了龙床，扯开皇上的丝
绸被褥，把自己藏了个严严实实。众玩
伴四处寻觅不见他踪影，便纷纷散去。

傻孩子躲在龙床上，见众人找不到
自己，更加得意了。不一会儿，傻孩子便
在龙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此时，圣上忙完政务，回宫休息。谁
知踏入寝宫，便瞧见龙榻之上竟然有人
酣睡，顿时勃然大怒：“这是何人，竟敢擅
闯朕的寝殿！”

有个太监眼尖，认出他是公主的傻
儿，赶紧回禀给皇上。皇上仔细一瞧，发
现正是那傻孩子，心中怒火瞬间消散大
半。无奈地摇了摇头，长叹一口气：“傻
儿啊傻儿，汝可真乃傻儿中之王者也！

别人都已鸦雀归巢，你却有家不回，痛煞
朕也！”说罢，亲手抱起傻儿，交于太监，
将孩子送回府邸。

皇帝的话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宫中
悄然传开，太监们私下里便称呼这孩子
为“傻儿王爷”。

2
傻儿当官不要一品要九品

几年后，老皇帝驾崩，傻儿的表哥成
了新皇帝，傻儿也长成了二十多岁的小
伙子。傻儿性格单纯天真，行事毫无心
机。眼见傻儿日渐长大，父母便为他娶
了一房媳妇。平日，傻儿一有兴致，便与
娇妻玩捉迷藏，不亦乐乎。

傻儿怀念过往快乐时光，因此时常
跑进皇宫玩耍，兵将太监无人敢拦。此
时，儿时玩伴早已各奔前程，傻儿便纠缠
宫女，求告嬉戏，有如顽童。宫女们不敢
与他胡闹，远远望见便纷纷躲避。傻儿
无法，便去内宫找皇后嫔妃厮闹。

皇帝知晓了此事，并不在意。但太
后却觉得不妥，将皇帝唤至跟前训斥道：

“傻娃儿在后宫肆意嬉闹，有失皇家体
统。况且，他与娘娘、嫔妃拉拉扯扯，也
有损皇帝的威严。”皇帝一听，忙问该如
何处置？太后道：“不如封他一官半职，
外放到不甚重要之地，彻底根绝。”

于是，皇帝找来傻儿，笑容满面道：
“汝乃朕之挚爱手足，朕今日要给你封个
官做，汝可愿意？”傻儿喜出望外，忙说：

“皇帝哥哥，你让我当多大的官呢？官小
了我可不干哟！”

皇帝有意逗趣，便反问道：
“你想当多大的官呢？”傻儿王

挠了挠头，一脸茫然，他并不
知晓官职的品级大小，便
问：“我父亲的官有多大
呢？”

皇帝道：“你父亲乃
是 一 品 大 员 ，算 是
……”皇帝本想说他父
亲是最大的官了，谁
料傻儿打断皇帝说
话：“皇帝哥哥真小
气！那不得行，我得
要个九品，最少也
得要个七品八品
的，官职小了，我就
不干！”

皇帝听罢，哑然
失笑，决意要逗一逗
他，便说道：“九品？
此官太大！恐你难
以胜任，朕看在你是
我御弟的分上，就给
你个六品官如何？”傻
儿一听，大声讨价还价

起来：“不干不干，皇帝哥
哥太小气了，官位还得往上

涨点，九品不得行，八品总可
以嘛。”

皇帝心中盘算，八品九品
实在太小，不如折中一下，就定
个七品，让他去做个县太爷。
于是说道：“好、好、好，你我
既有兄弟之谊，九品你就

不要想了，朕就给你个
七品官做，不能再
涨了！”

傻 儿 也 怕
自 己 要 官 太
过，皇帝一怒
之下让自己什

么都当不上。因此回道：“我今日给你个
面子，七品就七品，不准反悔哈！”

皇帝忍住笑意，满脸严肃：“朕封汝
为七品大员，官拜江州府巴县北府城江
北厅厅长，即日走马上任！”

3
傻儿“面带猪相心中嘹亮”

傻儿要远行做官，其父忧心忡忡，心
想儿子不经世事，到了地方如何是好。
于是，他精心挑选了两个精明能干、足智
多谋的文笔师爷，又选了几个善于理财
的管钱账房，还从卫队里挑选了一班武
艺高强、忠心耿耿的卫士，一众人员皆被
派去为傻儿王“护驾”。不久，傻儿王便
带着这班人马，来到重庆江北任厅长了。

百姓见傻儿厅长模样憨态可掬，举
止傻里傻气，暗自嘀咕：“这官如此模样，
怕难当大任，江北厅往后可如何是好
哟？”

那时的江北厅，街巷狭窄逼仄，房屋
破旧简陋，百姓生活困苦潦倒。傻儿厅
长见此情景，想起京都华丽的皇宫，心中
很是不爽。

傻儿虽然当了厅长，但童心未泯，很
想与本地少年玩耍。一日他独自上街，
行至江边沙滩，见有八九名幼童正在嬉
戏，傻儿连忙上前意欲加入。谁知这群
幼童立即停止玩乐，齐声对着傻儿厅长
唱道：“傻儿傻儿真正傻，要把江北来整
垮，江北要是遭整垮，没得哪个和你耍
……”傻儿一听，连忙说道：“要和我耍！
我不得把江北来整垮！”

那群幼童又齐声道：“不要空了吹，
要让子弹飞！”傻儿这下蒙了，连忙问道：

“到底要啷个整嘛？”幼童中年龄最大的
一个男孩说：“你喊重庆府官拿银子，喊
皇帝哥哥拿金子，把江北城修漂亮点，我
们都好耍！”傻儿一听，连忙说：“对、对、
对，把城修漂亮了，大家耍起才开心！”

傻儿厅长回到府中，立即叫师爷上
奏皇帝哥哥要金子，喊重庆府官出银子，
说要给江北修建城门，改善民生。

皇帝闻奏，见表弟心系民众，心中大
喜，马上准奏，命户部拨黄金千两送至重
庆江北厅。重庆府官虽职务高出傻儿许
多，但知傻儿乃皇亲国戚，不敢怠慢，乖
乖拿出白银万两。

接下来，傻儿厅长便率领江北民众，
历经千辛万苦，拥有八道城门的江北城
便拔地而起。望着巍峨耸立的城墙，百
姓们欢呼雀跃。傻儿厅长站在城楼之
上，看着雀跃的百姓，满脸幸福。

此后，傻儿厅长还做了诸多实事：他
带领百姓开垦荒地，让大家有粮可吃，不
再忍饥挨饿；他在城中设立学堂，让孩子
们读书识字，开启智慧之门；遇到灾年，
他开仓放粮，救民于苦难。江北百姓对
他莫不交口称赞：“傻儿不傻，他是我们
的大恩人！”更有些调皮的崽儿，嬉皮笑
脸说道：“我们这个厅长大人，莫看长得
面带猪相，其实心里相当嘹亮！”从此以
后，重庆便流行开来一堆言子：“面带猪
相，心中嘹亮”“傻戳傻戳、阴倒搞着”“木
腾木腾、走拢就整”。

多年后，傻儿厅长离任返京，江北百
姓夹道相送。傻儿厅长的故事，也在江
北城代代相传，成为人们心中的传奇。

（本文根据民间传说编写）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渝中有个小小街区，地名取
得很大气——直接把“重庆”二字
拿来用，再冠上一个“村”字，堂而
皇之就叫作了“重庆村”。

这小小的街区，究竟是何来
头，竟敢用这么大的地名？重庆
村就在渝中区两路口希尔顿酒店
背后，一条背离大街喧嚣的宁静
小街，看得见的门牌号数不足 50
个，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什么值
得一提的呢？你可别小看了这个
重庆村，小虽小，但值得说的故事
却不少。

重庆村，村市同名。据重庆
文史记载，民国时期，重庆银行公
会在两路口地区修建了一处职工
宿舍，供高级职员居住，进进出出
的都是重庆银行公会的人，久而
久之，市民就把这个地方叫作了

“重庆村”，这一地名就这样沿用
至今。重庆银行公会自1931年9
月25日成立，到抗战爆发前，其组
织制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成
为了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业自律
组织，是西部金融现代化的集中
体现。同时该组织在稳定当时重
庆金融市场秩序、协助国民政府
整理四川省金融及辅助地方工商
业的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庆村，文脉同在。它曾是
重庆文学艺术的高地。抗战时
期，各地文人志士齐聚于此，为抗
日 救 国 摇 旗 呐 喊 ，奉 献 力 量 。
1954 年西南文联迁来此处，1956
年西南文联撤销，另名“重庆市文
联”，这里人文荟萃，名家云集，著
名作家沙汀、《红岩》作者罗广斌、
著名诗人邓均吾、余薇野等均曾
居住在此。如今，重庆文学院亦
坐落于“重庆村”。重庆村是一个
具有历史文化沉淀的地方，有着
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悠久的历史渊
源。

“重庆村”步道旁的石壁上弥
漫着厚重的文化墨香，这里镌刻
着一篇精彩的村序。它是重庆知
名新闻记者牛翁在 2011 年 89 岁
高龄时所写。“右倚枇杷隽岭，左
跨两路之交，辖虽窄而地当要冲；
村虽小而名与市同，此重庆村之
独特所在也……”每每路过，我都
会驻足凝望。

重庆村，见证了宋庆龄先生
抗战时期为国奋斗的精神。重庆
宋庆龄旧居陈列馆（保卫中国同
盟总部旧址）就坐落在重庆村里，
是抗日战争时期（1942-1945）宋
庆龄在重庆的寓所和保卫中国同
盟总部办公所在地，现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遗址等。现在，每天前来
参观和打卡的人群络绎不绝，不
忘历史的民族才会拥有更加美好
的未来。

重庆村，还见证了重庆体育事
业的发展历史。其毗邻的大田湾
体育场，是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
场，由贺龙元帅于 1951 年主持修
建，是重庆市体育比赛及训练的重
要场所。如今，大田湾体育场已成
为重庆市全民健身中心，是广大人
民群众运动健身的好去处。

除了拥有厚重的人文历史
外，重庆村现在的发展亦是精彩
纷呈：宋庆龄旧居旁的胖妹面庄，
把重庆小面做得风生水起，每天
来打卡吃面的人络绎不绝，一碗
小面传递着重庆的情怀；旁边的
渝强乒乓球训练馆也是值得一提
的，在馆主周先生的指导培训下，
这里走出了全国砂板乒乓球冠
军，还有不少青少年从这里起步
进入到国内各省市的专业乒乓球
队，多人获得国家运动健将、国家
一级运动员称号，这里被称为培
养乒乓球人才的摇篮。

重庆村虽小，但可说的故事
却很多。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重庆有个“重庆村”
□罗光毅

之前的重庆江北城，不过是巴县隶属小地，既无雄伟城墙，亦无庄
严城门，只是一方普普通通的小乡场而已。直至清乾隆年间，重庆府
将巴县之江北镇单独划出，直辖于府下，改称为“江北厅”，其地位才得

以略微提升，但与江对岸的繁华热闹、车水马龙之母城相比较，仍判若云泥。
民间传说，江北作为“北府城”，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民谚称之为“江北

厅”，同时还将江北的地方长官谐称“厅长”。曾有数位厅长在此任职治理，皆
因循守旧，举措无方，成效甚微。后来，从京城来了一位傻乎乎的厅长，几番操
作下来，竟使江北局面顿改，留下了一段“傻儿厅长”的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