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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幽南山上 黄葛古道来
青青石板路 商贾马蹄响
绿绿树荫间 清风拂面爽
浓浓老街味 散发古色香”
站在黄桷垭老街的垭口，远远就

可以看到老街入口处立着一块石碑，
碑上刻着“黄葛古道 黄桷垭老街”，旁
边则刻着这一首五言律诗。

虽只有寥寥四十字，但古诗的意
境之美，也让人们在游历老街之前，领
略了千年底蕴。今年11月，黄桷垭老街
成功入选首批市级旅游休闲街区。

换新颜
175栋建筑还原千年商道

黄桷垭老街位于南岸区南山街
道，全长600米，建筑面积3万余平方
米，共有175栋风格独特的巴渝民居和
文物故居。这里曾是背夫马帮歇息之
地、官府兵营驿站驻地，随着重庆开
埠，逐渐发展成为繁华街市。

随着时间的流逝，黄桷垭老街逐
渐失去昔日的繁华，南岸区在尊重、保
护、发掘、弘扬历史文化的前提条件
下，以民居建筑修缮为主、历史建筑复
建为辅，实现了街区更新、新老融合，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南岸一
处旅游打卡地。

老街修复采取对C级危房修缮加
固、D级危房拆除重建。对于可修缮

的，工匠们在原房屋四周的地上立起
钢柱，这些钢柱既不增加房屋承重又
能起到加固作用。钢柱还被工匠巧妙
地装饰成了油亮的深色实木立柱，与
小楼建筑浑然一体。

游古道
感受巴渝第一古道

想要感受黄桷垭老街的“老”，一
定要去黄葛古道走一遭。据历史记
载，黄葛古道乃巴渝第一古道，始于唐
朝、盛于明清，属于古“西南丝绸之路”
的重要一段，因道路两旁尽是黄葛树
（又名黄桷树）而得名。

这条古道，之所以能存续千年，缘
于它乃历代渝黔、渝桂、渝滇商贾的必
经之地。古巴渝驰名的青铜、瓷器等
工艺品，丝绸、蜀绣等纺织品，汇集于
重庆城，由商贾组织渡船过江，再由马
帮、背夫驮运，首经黄葛古道运往黔、
桂、滇。

各类商品从海棠溪沿古道上黄桷
垭，其地势陡峭、漫漫长路，负重前行
至垭口时，已是人马困顿。有人瞅准
了商机，在此建房住家提供服务，便是
黄桷垭老街的起源。

如今的古道，数不胜数的千年黄
葛与参天的香樟树在空中交错，一条
新旧相间的青石板路沿着陡峭山势延
伸，成为了人们放松的好去处。

品文化
名人故居故事多

老街之上，书画展、瓷器展、古琴
展林立，赵熙、李奎安、三毛等名人故
居聚集，正如老街一首童谣所言“千年
老街故事多”，与此同时，千年的文化
历史风韵也尽在人心中。

孔香苑，孔祥熙的二女儿是它曾
经的主人。孔香苑原是黄桷垭最高档
的黄葛饭店，因为得罪了孔二小姐惨
遭查封，之后孔二小姐轻松“竞得”饭
店，重新装饰后更名为“孔香苑”。

天顺祥商号，清代赫赫有名的“天
顺祥票号”的前身。从云南逃难至重
庆的王炽，于1865年在黄桷垭开办起

“天顺祥”商号，随后开钱庄，不断发展
壮大，成为一代钱王。

李奎安故居，诉说了民国时期“重
庆五老四学士”之一的李奎安的一
生。他弃教从商，由工厂的一名技术
人员成长为董事长，他关注教育，率先
提倡创立重庆大学。

三毛故居，是中国台湾著名现代作
家三毛的出生地。三毛，原名陈懋平，
1943年生于重庆黄桷垭，幼年在黄桷垭
喜爱荡秋千、看宰羊、戏水缸，特别喜欢
看《三毛流浪记》漫画。从事写作后，总
觉得自己像《三毛流浪记》的主人公，于
是取笔名为“三毛”。 （本报综合）

酉阳古歌，现主要流传于地处湘
鄂渝黔交界处的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是南方古文化在武陵山区延
续和衍变的产物，是土家族土老司在
祭祖崇拜、祈求丰产和驱邪还愿活动
中吟诵或唱诵的文辞，大约有6000年
的历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
的巫歌，是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自然
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汇。

2011年5月，《酉阳古歌》被国务院
批准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列入民间文学项目类别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酉阳古歌的内容分为神异类和生
活类，口耳相传，文辞固定，较少即兴
创作，保存了大量的原始信息和艺术
因子，其代表作有：风俗诗《藏身兴躲
影》《鸣锣会兵》；赞美诗《东岳齐天是
齐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诀术诗
《一年四季》等。

酉阳古歌以民俗活动为载体，传
播宇宙知识系统和群体生存技能，是
一座古老瑰丽的民间文学宝库，承载
着远古神话、传说等信息，它是研究中
华民族风俗民情、文学艺术的宝贵资
料，对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传播起
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对后世作家、文学
有着重要影响。

本报讯（通讯员 隆辉燕）近日，
长寿区第四届膏方养生文化节在区中
医院开幕。本次膏方养生文化节由区
卫健委、区科协、区文旅委、区中医药
学会主办，区中医院承办，重庆市中医
院行业协会协办。区科协党组书记、
主席程涛致开幕词，对来自各地的医
疗专家表示感谢，并预祝本次文化节
取得圆满成功。

文化节邀请来自上海、重庆各大
中医院的10位知名膏方专家开展了
义诊活动。专家们现场把脉问诊、辨
识体质、对症开药，根据不同的体质，
量身打造“养生计划”等。

活动现场，群众品滋补膏、饮养生
茶、尝暖胃粥，体验传统工艺制作丸
剂、膏方；工作人员教大家制作中药香
囊，并予以赠送。同时举办别开生面

的“猜灯谜 识中药”活动，设置标本展
示区域，可通过看、闻、尝等方式直观
识别中药材。

相关领导表示，举办膏方养生文
化节，旨在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化，充
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
用，浓厚中医药氛围，推广宣传四时养
生理念，服务民众健康，助力冬季调
养，提升全民身体健康水平。

游客在重庆
弹子石老街王家
大院景点体验极
光秀和人工雪。

近日，第二届
山水重庆夜景文
化节在南岸区弹
子石广场启幕，重
庆独有的两江四
岸夜景立体景观
变身天然舞台，山
城奇妙夜、都市灯
光秀、潮流夜集市
等让市民及游客
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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