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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裘晋奕）近日，
笔者从市人社局、市文联、市作协和市
民族宗教委获悉，第九届重庆文学和
艺术奖（含少数民族文学奖）获奖名单
结束公示正式公布。

最终，雕塑《冬去春来》等60件文
艺作品获得第九届重庆艺术奖，戴政
生等15人被评为德艺双馨文艺工作
者，《大唐廉相陆贽》《花街子》《山河爽

朗》等17件文学作品获得第九届重庆
文学奖（含少数民族文学奖）。

获奖的京剧《双枪惠娘》，重新演绎
了《红岩》小说中“双枪老太婆”的人生传
奇；油画《黑暗中的明灯——中共南方
局》，描绘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战斗在重
庆的场景；电影《东溪突击》，刻画了中央
红军在重庆綦江境内的英勇事迹。这
些作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这

个特殊时刻，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百年
奋斗历程中的信仰之美、初心之美。

而获得重庆文学奖、由本土知名
作家曾宪国带来的中篇小说《花街子》
则带着满满的烟火气而来。书中的市
井故事都发生于渝中区下半城，接地
气是最大的特点。“几乎每个故事都有
原型，都是我从茶馆、舞厅里听来的。”
曾宪国说。

重庆美景

鲁祖庙有百年历史

百年前，鲁祖庙一带还是渝中半
岛山脊上的一片荒地。随着重庆的
开埠，一时间商贾云集，沿江码头一
带土地稀罕逼仄、空间狭小，人们便
开始大规模向山顶悬崖寻求更广阔
的空间。

正因如此，大兴土木、修房建房越
来越多，木匠艺人逐渐聚集成了“香饽
饽”。由于工匠艺人众多，当时政府无
暇管理，便派生出各行业堂口的公会
组织。

1911年，木工同业公会在民生路
旁自发捐资修建了鲁祖庙，当时的手
工艺人用来供奉着我国的建筑鼻祖、
木匠鼻祖——鲁班，求其庇护，神庙
两旁各建一幢二层楼厢房，形成一个
天井坝子，在坝子前面同时建了一个
戏台。

事实上，鲁祖庙也是当时国内几
座比较大型的专门供奉鲁班的寺庙之
一。自鲁祖庙建成后，南来北往的手
工艺人都来此朝拜，香火鼎盛，附近居

民增多，贩夫走卒往来，这才形成了如
今的鲁祖庙街。

从书市到花市的演变

那时，鲁祖庙一带，有知名的世界
书局，还满是搞雕刻、印刷等行当。鲁
祖庙街道的第一幢建筑，便是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的“世界书局”，是当时重庆最
大的图书公司和文化活动场所之一。

除了“世界书局”重庆分局，还有
中学生书局、复兴书局、东方书社、万
光书店、青年书店、中国书店等，书店
总数至少有20家，是名副其实的“书
市一条街”。

如今书局不在，但这里的人们依然
经营着小店，唯一不同的是如今的鲁祖
庙最出名的是花市，各个店铺门口都摆
满了鲜花，老板忙着剪枝、包装。

街区内卖花的、卖菜的仍络绎不
绝，传统的剃头匠、修鞋匠让你不自觉
地放慢脚步，豆花饭、凉菜、火锅、小面
等地道重庆美食，成了劳累半天的重
庆人对自己最好的犒赏，烟火气十足。

市首个“无废菜市场”

说起鲁祖庙街区，就不得不提到
石灰市菜市场。这家解放碑片区最
大、最老的菜市场，随着鲁祖庙街区开
始升级改造，2019年也启动了改造项
目，2020年 10月，改造完成的菜市场
终于在万众瞩目下重新开放，没想到
竟一下子成为爆火打卡地。

重新面世的石灰市菜市场，不仅
保留了十足的“烟火气”，更重要的是，
这里变得干净卫生、功能齐全、分区明
确，市场内甚至还加装了直升电梯，呈
现出井然有序的样子。市场共有三层
楼，除了销售肉类、水产、水果、粮油等
常规货品，满足市民们的日常需求外，
最值得一提的是，改造后的菜市场还
引入了日本中古店、鲜花烘焙店、时尚
餐饮店、特色小吃店等业态，许多摊位
还提供食材现场加工服务，受到许多
年轻人的欢迎。

2021年1月，石灰市菜市场通过市
“无废城市”专家组、渝中区生态环境局
的评估验收，成为重庆市首个“无废菜

市场”。“无废理念”不仅弥补了传统菜
市场环境卫生方面的不足，还增加了其

“内涵”，逛菜市场也能逛出“时尚感”。
菜市场，集市井与烟火之气于一

身，相比繁华的街道，它嘈杂欢乐，也
更有人情味。所以逛菜市场也是在慢
节奏中享受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本报综合）

走马镇民间故事，是流传于九
龙坡区走马镇的地方传统民间文
学。2006 年，走马镇民间故事入
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走马镇民间故事内容庞杂、类
型多样，如神话仙话、民俗传说和生
活故事等，故事具有讲述时机和场
合的多样性、故事构成的多源性、本
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存性等特
征。故事里面浓浓的巴渝文化贯穿
始终，如对巴人图腾龙蛇的传说，是
古代巴文化的重要遗存。

目前走马镇民间故事面临严重
危机，主要问题在于传承乏人。抢
救、保护走马镇民间故事，不仅可以
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而且能够为
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民族学和
方言学等多种学科提供研究资料。

近日，由市教委、市文化旅游委、
市文联联合主办，市剧协承办的“戏曲
进校园”第五届重庆市中小学戏曲小
梅花展演圆满举办。展演活动受到中
小学广大师生的热烈追捧，激发了他
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掀起了校园戏
曲热潮。

经过专家组认真评审，科学城驿都
实验学校排演的川剧《金山寺》等4个

节目（小学组），重庆立信职业教育中心
排演的豫剧《朝阳沟·亲家母你坐下》
（中学组）获得“集体节目一等奖”；两江
新区人和实验学校表演的川剧灯戏《裁
衣》等9个节目（小学组）、铜梁区巴川
中学表演的戏歌《字正腔圆》等2个节
目（中学组）获得“个人节目一等奖”。

本次小梅花展演呈现出组织力度
最大、参赛学校最多、履盖面最广、形式

最为丰富、质量最高的特点。既有传统
经典戏曲选段、唱段，也有师生们的原
创作品；既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体现，又有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传
承；既汇聚了老师们的辛勤劳动，又充
分展示了青春少年的艺术风采；既体现
了广大师生坚定的文化自信，又凸显了
小梅花戏曲展演平台建设的重要意
义。（来源：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第九届重庆文学和艺术奖名单出炉

第五届重庆市中小学戏曲小梅花展演举办

重庆

走马镇民间故事

繁华市区的背后总有一两个属于
原住民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往往更加
接近一座城市的过往。

在解放碑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
人知的百年老街——鲁祖庙街区。这
条不过百米长的街道，却曾是重庆老
城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商贩叫卖之声
不绝于耳。

鲁祖庙的确切原址在民生路小学
下面，但在重庆土著眼里，“鲁祖庙”还
包括了附近的石灰市、四贤巷、新民
街、大同路。这里有重庆最地道的美
食、最美丽的鲜花……当然，也有最让
人难以忘怀的老重庆的市井烟火气。

鲁祖庙：

藏匿于市井背后的老城烟火老城烟火

市民正在购买鲜花。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胡倩 摄

鲁祖社戏鲁祖社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