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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与嬗变

金刚碑离北碚城区约5公里，古树、
流水、民居均被周边崇山峻岭拱卫着，
前面是滚滚而去的嘉陵江，是传说中

“枕山、环水、画屏”的宝地。
那么，“金刚碑”这名字是怎么来

的呢？
据称，当年佛祖释迦牟尼的大弟

子迦叶尊者来到缙云山建造寺庙时，
得到了一位金刚力士的帮助，金刚力
士遗漏了一块巨石在村子里。巨石有
7米多高，2米多厚，形状犹如石碑，曾
经跌落到嘉陵江里。唐朝时期人们在
石碑上题写了“金刚”二字，由此，人们
将这个村子取名为“金刚碑”。

2017年，北碚区金刚碑历史文化
街区修缮修复项目启动。经过四年多

的打造，金刚碑古村落焕然一新，在保
留历史质感的同时，还建设了金刚大
庙、观音阁等多处具有古村落特质的
打卡地。

因煤而兴 盛达三江

清朝康熙年间，缙云山煤炭资源
被发掘，缙云山南坡的小煤窑星罗棋
布，煤炭必经金刚碑嘉陵江出口运销
外地，长此以往，金刚碑便有人聚集
定居。

到了同治年间，金刚碑更加繁华，
镇上各个行业兴旺繁盛，各类商号有几
百家之多，还成立了煤帮、盐帮、船帮、
骡子帮、牛帮、马帮、人力帮“七帮会”。
船主、帮主、煤炭商、力夫就在金刚碑溪
河两岸半山腰建起一座座穿斗青瓦房，

一楼一底的石头墙、土墙、竹木夹壁墙
的老房子，用石灰粉刷，依崖而建，在青
山绿水间非常显眼，独具巴渝特色。

民国时期，金刚碑又形成了姚家
院子、熊家院子、郑家院子几家较大的
民居建筑群。一时之间，金刚碑沿河
两岸聚集了1000多家商号、货栈，“生
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名
声不胫而走。

抗敌后方 名流会聚

由于金刚碑地段由五指山与北山
相夹而成，植被繁茂、大树参天，整个
村落分布在一个深深的山坳里，抗战
时期，国民政府不少机构内迁至此，嘉
陵江边也会聚了一大批文教名流。

名人云集、人文荟萃，给这个安静

朴实的小村庄注入了“文化之魂”，金
刚碑的繁荣至此被推向顶峰。据记
载，曾有一百多名文人墨客在这里居
住过，老舍在这里完成了名作《四世同
堂》，教育家梁漱溟在此兴办了“勉仁
书院”，成为北碚乡建历史中不可磨灭
的一笔，于右任、傅抱石等名人也曾在
此留下足迹。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不少机
关单位也在金刚碑落脚，一时间，小小
村落容纳当时部级以上单位多达 13
个，由于金刚碑地处北碚城与北温泉
之间的水陆交通要冲，往返于北碚与
合川的各路人马也常常驻足于此，更
为这里增添不少热闹。民国时期的金
刚碑，商业繁荣，人文兴旺，不仅是嘉
陵江边的“小北碚”，更是重庆的“文化
热城”。 （本报综合）

木洞山歌系巴南区木洞镇民众传
唱的山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

“巴渝歌舞”，明清演化形成木洞山歌。
木洞山歌的主体是被称为薅秧歌

的禾籁。禾籁地域特色浓郁，曲目曲调
丰富，主要有高腔禾籁、矮腔禾籁、平腔
禾籁、花禾籁和连八句等样式。

木洞山歌曲目有《山歌好唱口难
开》《走进深山雨要来》《木洞新气象》
《赶场》等。

木洞山歌还有劳动号子、风俗歌、
表演歌等样式。有数以千计的曲目，
民间歌手颇多。1991年重庆市命名的
第一批40名民间歌手中，木洞的歌手
占37名，其中能唱500首以上的4名
一级歌手全在木洞。巴南区文化馆还
编写了30余万字的专著《木洞山歌》，
2005年 12月公开出版。1990年，木洞
地区被重庆市命名为“山歌之乡”，
1999年，木洞山歌被命名为“巴渝优秀
民间艺术”。

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大部
分山歌失去了滋养、繁荣的基础，老一
代歌手的衰老和谢世使传承出现断裂，
木洞山歌濒临失传。抢救、保护木洞山
歌，不仅可以丰富巴渝民歌艺术，也可
促进中国民歌艺术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刘政宁 姜光
君）“正月那个好唱嘛是铜钱歌，一问
那个铜钱是值好多。”巫溪县政协第十
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6小组文化
艺术界和妇联界讨论会场，歌声悠扬，
曲调婉转动人，歌词简单朴素，委员们
纷纷打起节拍，气氛热烈。

“巫溪民歌的结构，是从古沿袭下
来的，大部分为七字句式。”巫溪县政
协委员段中华说，巫溪民歌极具地方

特色，但是在传承和保护上出现了断
层现象，年轻人尤其是文艺人更愿意
唱流行歌曲，建议在文艺人才培养上
下功夫，收集保护现有民间小调，更好
助推巫溪文旅融合发展。

“薅草要薅米筛花，要吃苞米要靠
它，薅草要薅簸箕圆，齐心协力就靠
它。”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感受巫溪民
歌小调的魅力，段中华又和政协委员
冉启菊现场清唱了《薅草锣鼓》，讨论

气氛瞬间达到高潮。被现场气氛感染
的政协委员黄承军即兴为大家讲述了
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巫溪民
间故事《鱼在锅中》，幽默风趣的语言、
专业的动作手势，逗得委员们哈哈大
笑，会场掌声不断。

讨论会上，委员们建议，相关部
门要结合新时代特色挖掘传统文化
的宣传亮点，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和
参与。

为保护长江一级支
流龙溪河发源地的生态
环境，梁平区竹山镇猎
神村按照“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思
路，建立起“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联营模式发
展乡村旅游。

如今，越来越多的
村民吃上了“生态饭”，
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提升。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北碚金刚碑：

百年原味古村蝶变新生蝶变新生

重庆

木洞山歌

巫溪：两会上的民歌小调

近日，历时四年精心打造的北碚
区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为
期15天的开街测试，已经有不少游
客在村落里游览。

缙云山下，嘉陵江畔，三百余载
潮水起伏中，关于这座古村的故事，
从未在历史长河中湮没。金刚碑位
于北碚区北温泉镇，这座自清康熙年
间因煤运而兴盛的村落虽然不复往
日的繁华，但依然可以供人赏一眼山
峦层叠，听一阵溪流潺潺。

北碚金刚碑北碚金刚碑。。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黄伟黄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