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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临江门石灰码头，后来搬家到
九道拐，然后又搬到朝天门白鹤亭，都是小
巷。以白鹤亭为例，建在朝天门和东水门之
间城墙外的陡坡上，一面是城墙，一面是吊脚
楼、捆绑房、烂窝棚。一条麻石板小路顺着城
墙蜿蜒，窄的地方，两人对面便要撞翻一个。
小巷深处有一口凉水井，冬天散着热气，夏季
透出清凉。陋巷里阴暗、潮湿、拥挤、浑浊，唯
有那城墙上的黄葛树洒下一片绿荫来，为陋
巷增添了些微生机。小巷外就是长江，江对
岸就是涂山，常有成群的白鹭在那苍翠的背
景上飞过。小巷紧临码头，外地人甚至外国
人走错路钻进来，东张西望，啧啧感叹，忍不
住掏出相机，留下永远的纪念。

按古时的分类法，街是比较宽阔的两边
有店铺的城市道路，巷是比较狭窄的仅供居
住者通行的城市道路。一般来说，直为街，曲
为巷；大为街，小为巷。中国传统民居大都是
木结构，容易失火。为防火，建筑之间往往要
留一定的距离作火巷，火巷就是最早的巷。
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实际上都是巷。但
是，像重庆这样的小巷，其数量之多，其形态
之美，其格局之丰富，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
的大城市中，可能都绝无仅有。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重庆除了中干道、
南区干道和北区干道等少数几条主干道之
外，那大片大片的街区里面，分布着风貌各异
的数不清的小巷。不管是从小巷的数量还是
小巷所占的道路比例来说，或者从小巷里所
住的市民数量来说，重庆的小巷都远远超过

了大街。如果说大街是城市的动脉静脉，小
巷就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小巷深入到城市的
边边角角，便于市民沟通，也使城市更加具有
活力。

小巷原有诗情意

重庆小巷形态各异。例如云梯巷，一坡
陡峭的石梯，动辄几十步上百步，两侧的房屋
错落有致，大多为吊脚楼，但往往将“吊脚”隐
藏于下面房屋之后。又例如一人巷，被地形
地貌的房屋逼得宽不足一米，拐弯处往往只
能供一人通行。还有半边巷，或建在悬崖陡
坡上，开门就可以看到江水；或面对城墙、山
崖而建，只有半边有房屋。此外还有巷中巷、
屋中巷以及被房屋封了顶看不到天日的黑巷
子。大多短小，最长也不过一两百米，短的只
有几十米。

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临江门城外现魁星
楼所占的那个位置，就有好几十条冠有名称
的小巷。像长八间、长九间之类，顾名思义，
只有八间或九间门面长。木结构的房屋受木
材的限制，开间不能太阔，一般为一丈二，也
就只有四米。也就是说，那叫长八间的小巷，
仅仅只有三十来米而已。

旧重庆城究竟有多少小巷，没有人统计

过。我估计，仅渝中半岛也有几百上千条。
错综复杂的小巷，像蜘蛛网，像毛细血管，密
布重庆城，连接着那几条主要的大街，通向那
九座城门。小巷隐藏在房屋之中，清静而又
幽雅。如果城墙或悬崖上有黄葛树，小巷更
是掩映在绿荫中，亲切而又温馨。这样丰富
的格局，这样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小巷，应当
是重庆人的一笔财富。

重庆电视台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街坊邻
居》，说的是发生在嘉陵巷的故事。那是一条
典型的重庆小巷，几家人的身份不同、性格不
同，连他们说的话也各异。那叫白小军的老
师操着渝东方言，其妻说的是成都话，刘卫
东、蔡倩云和周幺婶说典型的重庆话，而那退
休的张约翰却是满口的江浙口音。虽说如
此，渝东方言也好，成都话也好，江浙口音也
好，都早已变了调，带有浓厚的重庆方言味。
这南腔北调的重庆方言喜剧，重庆人看起来
真的过瘾。可以说，那嘉陵巷就是重庆城的
一个缩影，嘉陵巷那几家人就是重庆人的一
个缩影。

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湖广填四川”以
来，重庆城至少就有开埠、抗战、解放初期、三
线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五次大规模的移民。每
一次移民迁来，都会把他们故乡所在的地方
文化或直接或间接带来，从而使其居住的小

巷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味，同一小巷里也有
多种文化展现。例如重庆九门八码头那些小
巷里住的人，往往是水流沙坝的，更多地体现
了码头文化；城里诸如大井巷、韦家院坝之类
的小巷里，就很难看到女人叉着腰对骂的情
景，也难以看到大家把饭桌摆到小巷里来共
食的情景。当年下江人才到重庆时，对小巷
里的这些情景很不习惯，但没用多久，也融入
其中，甚至其乐融融。

小巷深深深几许

重庆人善于形象思维，大多数的小巷都
是根据其地形地貌特征来取名的，因而其名
也就很优美，听其名就可以获得享受。临江
门城外原有一条云梯巷，叫洒金坡。那洒金
坡一边是悬崖，一边是陡坎，一路上分布着零
星的吊脚楼。靠江一侧不少地方都不能修房
屋，只有用栏杆挡住，靠山一侧往往只有岩
石，岩石上披着大片大片的凤尾草，偶尔还有
一两根黄葛树。夕阳西下，阳光把那吊脚楼、
那岩石、那凤尾草和那树木照得金灿灿的，远
远望去，闪闪烁烁，于是取名洒金坡，想想也
美！笔者曾住过的朝天门的那条小巷叫白鹤
亭，据说当年那巷外江边确有一亭，可以看江
对岸涂山前飞过的白鹤，充满多少诗情画

意！诸如磨子巷、九尺坎、东升巷、豆腐石、石
门坎、扁担巷、柑子堡之类地名，都会让人想
去探个究竟。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小巷中不知隐
藏着多少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文物古迹。以
官署命名的街巷，反映了重庆作为政治中心
的地位，如二府衙、领事巷、征收局巷等。以
寺庙命名的街巷，反映了重庆城寺庙之多，如
西来寺、万寿宫、东华观等。以商号作坊命名
的街巷，反映了重庆城工商业的发达，如饼子
巷、米亭子、水市巷等。以其特征命名的街
巷，反映了重庆山城地貌的多样性，如沙井
塆、响水桥、官井巷等。以官府、姓氏命名的
街巷，反映了重庆历史上的官员以及移民的
状况，如刁家巷、韦家院坝、肖家凉亭等。

开埠以来，特别是抗战时期，重庆在中国
历史上的地位得到加强，不少名人伟人在此
留下了足迹，散布于城内城外的小巷之中。
例如莲花池，早在明代就成为明丞相王应熊
的别墅。大革命时期，这儿是国民党四川省
党部（左派）所在地。抗战时，韩国临时政府
设于此。还有两路口重庆村的宋庆龄旧居、
七星岗天官府郭沫若寓所、张家花园马鞍山
的沈钧儒故居、道门口太华楼的胡子昂旧居
等等，如今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名录，成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和重庆作为抗
战“陪都”的见证。

作者简介：李正权，重庆市作协会员，文
史作家。

重庆小巷天下绝

我出生在渝中区江家巷，对于出生地，一个人
对它的关注上心或有与之相连的微茫之光。它的
修缮翻新或动迁尘埃或设计方案，仿佛和我都有一
些不清不楚的认知过往。它的每一次变化，也是我
的心灵幻影，它的地基似乎长进了我的骨头，它的
街树似乎是我伸展手臂的晨钟暮鼓，也是我呼吸潮
汐的江湖烟火。

几经变化的江家巷，已找不到儿时的蛛丝马
迹，我抬头仰望，占地面积5800平方米，建筑面积
204700平方米，共有78层的重庆环球金融中心，一
度被誉为重庆和中国西部第一的摩天高楼。我站
在江家巷中，让自己极致视线顺着笔直的线条伸向
天际，也望不到房顶缠绕的云朵，我仰酸的颈部并
不觉得浪费时间。这一条条建筑物体的垂直线条
就是江家巷的挺拔脊梁，横是骨，竖也是骨，朴似喜
鹊挂树，拙如磐石静卧。

这体量巨大的重庆环球金融中心，不是单纯的
摩天大楼，而是一幢幢复合体魄的建筑结构。既有
主导地位的中国古典的建筑风格，又有西方哥特式
和现代主义的抽象体现，这些建筑有它们高大的圆
形柱子，也有平面屋顶和对称的翘檐设计。虽是钢
筋混凝土的高层建筑，但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墙体
像一座座膀圆腰润的山山水水，那些新材料迫不及
待地展示高科技含量的身姿，那些挺身而出的新工
艺倾泻下来，既庞杂而又酣畅淋漓。让云端俯瞰引
领，重庆环球金融中心的每一块大理石，都能雕成
各种造型，随物赋形各尽其妙，而玻璃和钢铁在团
圆中，在闪烁里悄然落地。

当两扇厚重的玻璃大门打开，我恍若进入一座
艺术宫殿，大厅里灯火辉煌，由众多灯组构成温暖
的冬天，这些组灯有方形、有圆形、有棱形，仿佛是
灯饰的光荣传奇。在大厅中有雕塑的重庆山水盆
景，有手绘的“湖广会馆”油画，有壁画的洪崖洞夕
照的艺术品。

因此，重庆环球金融中心不是普通的商业建
筑，它是渝中区的历史地标和文化地标，也是金融
地标。它有几个不同的区域，有重庆金融中心购物
商场、有重庆丽思瑞凯悦臻先酒店，有娱乐会所和
餐厅，还有590米高空的重庆之巅，360度观看重庆
两江四岸的观景台。

以独特设计与奢华壮丽外观的重庆环球金融
中心，宛如一幅工笔画，一笔一画带着渝中区的澎
湃心潮，带着渝中区的腾空境界，像展翅飞翼的大
鹏鸟，像幽渺淡远喷薄而出的红日。它的内部结
构，有立体空间，有高端的办公区域，有豪华的酒店
客房，还有多元化的和谐色调，让我置身于梦幻人
间。

我登上观景台，山峦叠影的两江四岸，朝天门
重庆来福士的建筑高楼如扬起的风帆，大大小小高
高低低的楼宇仿佛是巨轮装载的物品，驶出长江和
嘉陵江交汇的码头。一壁绝城的洪崖洞，一盏盏红
灯笼是守望吊脚楼的生命烛光。虽然听不见罗汉
寺的声声木鱼，但几百年的古刹点燃的祝福油灯，
有一个个修行的人，虚怀若谷，他们祈祷自己和渝
中区在岁月中重构辽阔的天堂。

重庆环球金融中心紧挨着的是光大银行的摩
天高楼，它与云天相拥，与日月相吻。虽不流光溢
彩，但曲体向上，有天道酬勤和引人入胜的鲜活展
示，仿佛是令人心驰神往的金融磁场。它的建筑风
格融合了现代与未来元素，造型独特，线条流畅，采
用了先进的建筑技术和绿色环保设计，注重节能减
排和可持续发展。在光大银行的门口，有重庆金融
街的指示牌，这表明江家巷已华丽转身，在繁华的
现代城市找到了金融立足的地基，找到了发展机遇
和无与伦比的启发向往。

从光大银行往洪崖洞方向行进，就是周师兄火
锅馆和叁成味火锅馆，它们的门店装饰得古色古
香，周师兄火锅馆与街沿齐平，更接地气。叁成味
火锅馆要上梯坎，仿佛消费人群的档次。这一低一
高成就了食客们吃了周师兄火锅馆,会想起叁成味
火锅馆的呼伦贝尔草原牛肚；到了叁成味火锅馆，
也会回味起周师兄火锅馆的虾滑肉丸。

江家巷通道结尾的地方，是一幢体积庞大的住
宅楼群，取名“城市传说”。我不知道住宅楼群是不
是为金融街白领阶层量身打造，或是机缘巧合？从

“城市传说”中走出来的女子，她们不戴金坠银，也
没有垂挂的一对玉环。但她们也不是素面朝天，淡
雅轻描是金融街的眉睫，浅妆勾缝是金融街的鼻
梁。从住宅楼群中走出来的男子，温文尔雅，文质
彬彬。他们西装革履，打着领带，鼻梁上架着眼镜，

显得很知性，胳膊夹着公文包。在他们的公文包
中，有银行股票分析的数据，有金融产品的项目，有
贷款评估的金融风险，也有资金回笼的喜悦。

“城市传说”原址是一家茶馆，没有豪华高档的
装修，也没有刻意的装饰门市。这家茶馆十几张木
质方桌，几十根双人长凳，一角钱一杯盖碗茶，从早
可以坐到天黑，中午打盹。有许多茶客，不是来喝
茶，而是来听重庆掌故。在上世纪60年代初，重庆
说书人程梓贤常来茶馆讲述《华子良脱离险记》《林
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

几十年过去了，已是金融大伽的江家巷，不知
还有多少传奇故事，还有多少精彩回放。我看不看
得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江家巷占据重庆心脏的
位置，与它匹配的未来和期待都是心脏输出的血
液。因此，它重任在肩，不可怠慢，不可松散，我还
会关注它的呼吸，它的成长，它的变化，这是我的
根，也是我的命。

作者简介：陈与，中国作协会员，重庆文学院首
届创作员，渝中区作协理事。

江家巷：百米通道变成金融大伽 陈 与

李正权

天官府是有记忆的
郭沫若曾住在天官府4号
我住进天官府时
斜对面是他上班的小楼

不过，我住进天官府4号
天官府原4号就改为了8号
天官府8号就在斜对面
咫尺之间隔了不啻一个世纪

这栋小楼，几部历史话剧
曾在抗战的烽烟中横空出世
厅长会客室常高朋满座
有文化名人风云际会

在这儿，时光浓缩了故事
砖瓦遮盖着许多记忆
天官府不是一段路过的小巷
它的缘分只留给有缘人

龚 毅

我来寻找，寻找
蜀汉大将李严修筑
当年江州的镇西城门

镇西门上的城楼
伫立一群蜀国的将士
是怎样固守刘禅的疆土

我来寻找，寻找
镇西门历经改朝换代
渐次演变成通远门的踪迹

看看先民如何出城通远
看看先民如何进城
在城内熬出衣食住行

城内的人间烟火
是怎样熏出些爱恨情仇

熏出江州传奇与故事

我来寻找，寻找
守将张珏抗击元军
用血浸透的城墙

还有张献忠的千军万马
尸横通远门外的荒野
躺成乱葬岗上的孤魂野鬼

看惯人间繁华亦不惧险恶
它千百年屹立在这儿
屹立成母城的精神象征

因而我来寻找，寻找
不是通远门的沧桑
而是母城之魂

通远门

渝中屐痕

天官府

作者简介：龚毅，中国通俗文艺研究
会会员，重庆市作协会员，渝中区作协原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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