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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咸丰年间，地处成渝东大
路的邮亭，逐渐成为商旅往来的重
要驿站。依托当地独特的地理位
置及鱼米之乡的优势，出现了很多
小饭店，其中地方佳肴“邮亭鲫鱼”
以其独特的烹饪手法及鲜美的味
道，赢得过往行旅客商的青睐，从
此，“邮亭鲫鱼”逐渐成为享誉巴
蜀、名满天下的特色菜品。

邮亭鲫鱼是在传统酸菜鱼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推陈出
新，目前已有30多个品种。以红烧
鱼为例，以云鲫鱼和方正鲫鱼为主
要原料，个头一般以 100至 150克
为佳。这种鱼生长期长，肉质嫩，
味鲜，蛋子多，煮的时候耐火，肉不
烂，不变形，便食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上世

纪90年代成渝高速公路通车以来，
邮亭人民利用地处大足门户客商
云集和较好的餐饮业基础优势，深
挖传统餐饮精髓，大力推陈出新，
在大邮公路沿线的邮亭水泥厂到
公铁大桥之间，形成了邮亭鲫鱼一
条街，不少外地食客，慕名而来，以

“刘三姐鲫鱼”“陈鲫鱼”等为代表
的邮亭鲫鱼饮食产业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逐渐风靡川渝、享誉全国，
成为大足乃至重庆餐饮业一块响
当当的金字招牌。邮亭鲫鱼传统
制作技艺于2013年1月进入大足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2014年1月第四批入选重庆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邮亭鲫鱼饮食文化独树一帜、
名扬四方，历经20余年经久不衰。

巴渝盛宴——邮亭鲫鱼

邮亭，自秦汉时
起就是上到重庆，下
达成都必经之驿站，
为成渝交通咽喉，于
清 宣 统 元 年（1909
年）设乡建制，取名
邮亭。是重庆市首
批小城镇试点镇、全
国重点乡镇。

邮亭镇是大足区
交通重镇。成渝铁路、
成渝公路、成渝高速公
路、成渝客运高速铁路
专线经镇而过，交通区
位优势凸显。

邮亭镇是大足区
工业强镇。静脉产业、
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产
业发达，已成长为大足
区工业中心之一。

邮亭镇是大足区
农业大镇。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特色美食
“邮亭鲫鱼”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闻名于世。

邮亭镇是大足区
人文古镇。历史悠
久，文化深厚，发端秦
汉的成渝古道“东大
路”，历经千年沉淀，
形成了“海纳百川、兼
收并蓄、呵护包容”的
独特驿站文化以及
“开放”“好客”“热情”
的地域人文精神，为
全区“做靓享誉世界
的文化会客厅”引入
了新的内涵和提供了
新的注解。

海纳百川聚众
气，会客厅里品家
宴。当前，邮亭正以
昂扬向上的奋斗姿
态，围绕“工业兴盛、
城镇靓丽、乡村富足、
生态文明”四篇大文
章，在“加快做靓享誉
世界的文化会客厅、
建强链接成渝的‘两
高’桥头堡”的号角指
引下，以崭新形象奏
响发展最强音。

等你：驿路同行，
相聚邮亭！

据《大足县志》记载，明万历四
十三年（公元1615年），大足县知县
张养性撰《邮亭公署旅馆记》碑文，
这是已有关于邮亭地名的官方记
载，也是研究古昌州不可多得的文
献。此文虽有宣扬封建等级观念的
局限性，却也是对五百年前邮亭社
会生活的还原，读者可通过此文一
窥当年邮亭驿站往来不绝、繁华富
庶的风采。

《邮亭公署旅馆记》全文如下：
邮亭，大足土也，距大足城百里

遥，东永川，西荣昌，各相去五十里。
从夔渝东来过邮亭，永川送之；从锦官
西出邮亭，荣昌送之。大足送往迎来
兼之。盖以土故公署垣墙，诸品具器
用，大足独肩其任，而永荣不与焉。夫
路当四冲，上司贵人，以月计；承舍诸

差，以时计。上司贵人随带仆从有规，
而承舍诸差杂沓，旋马堂室，污秽不
堪。随修随坏，随备随损，盖不胜其
劳，亦不胜其费，百里应接不及，啧诟
随之。于是，度仪门外东构旅馆，以
处承舍诸差；设马厩，以处夫马。诸
器具称是。是故，上下有章，贵贱有
等，宾至如归，而行旅愿出其途矣。
主其事者，知县张养性；赞其义者，县
丞徐文质；董其工者，典史覃尔霖。

白话译文：邮亭，归大足管辖，
距大足县城一百里，东接永川，西邻
荣昌，各距五十里。重庆经永川送来
的邮件，成都经荣昌送来的邮件，大
足送往重庆、成都的邮件，都在邮亭
汇集、中转。因为收发邮件在当地旧
公署的院墙内，用的也是里面的各种
器具，所以大足独自承担了这项工

作，而永川、荣昌没有参与。邮亭地
处要塞，四通八达，上司贵人，每月光
临，邮差衙役，随时可见。上司贵人
带着仆从来公署旅馆居住，有规矩，
守礼仪。邮差衙役则人多混杂，行为
不羁。其居住的房间简陋狭小，污秽
不堪，里面的东西随时在修理补充，
又随时在损坏丢失，所以旅馆老板累
得受不了，经济承担不起，以致方圆
百里的旅客都无法接待，这又招来
旅客的抱怨责怪。于是，我们打算
在正门外以东的地方建一处旅馆，
用来安置邮差衙役。旅馆设有马圈
喂养马匹，配置与其档次相称的各
种器具。所以，上下有规则，贵贱有
等级，要让不同的人都能在邮亭找到
合适的住处，都能有回家的感觉，要
让旅行的人也乐意从这里经过。工
程的决策者是知县张养性，主持者是
副官徐文质，监督者是典史覃尔霖。

（译者：四川传媒学院 高玮）

张养性与邮亭

胡子昭（公元 1361—1402 年），
字仲常，原名志高，明太祖朱元璋赐
名子昭，今大足区邮亭镇东胜村九
龙滩人。据《大足县志》记载，明朝建
文初年，胡子昭迁任兵部左侍郎（正
三品，相当于今国防部副部长）。因
主张“削藩”以巩固国家政权，反对地
方割据，被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之名
杀害于南京，时年41岁。监刑诗曰：

“两间正气归泉壤，一点丹心在帝乡”。
明正德十年始得平反昭雪，追封兵
部尚书，后又追封太子太保。他是
昌州地区历朝历代官阶最高、声望
最著、影响最大的历史名人。其忠
贞不二、一心为国的品质在四川乃
至全国，尤其知识分子中有广泛的
影响。称其“抗节不屈”之名“天下
知之”，“与比干、伯夷、叔齐比肩”。

靖难之役后，胡子昭因反对朱
棣篡位在南京被杀害，传说就义时
已经尸骨无存，有一百姓感念其精
忠，偷偷地留下了他的一缕头发。
明正德十年，巡按四川御史熊相始

上奏朝廷，始朝廷平反昭雪，建忠孝
祠于大足之南。明万历二年，建衣
冠冢于邮亭东胜村九龙滩旁，墓里
仅埋其一缕头发，民间俗称“达达
（音似，四川土语，意为头发）坟”。
达达墓历经 400余年风雨洗礼，香
火不决，祭祀不断，今墓、碑犹存，可
见“子昭”二字，落款“十二月十日”。

胡子昭祖籍江西庐陵，祖父胡
通海，元末进士，任四川昌州知州。
一日，胡通海路过邮亭镇，见九龙滩
山势雄伟，水流清秀，山花竞放，喜
不自禁，遂选址造房，定居九龙滩，
不再回江西老家。胡氏族谱记载其
居住地为“棠山脚下”，即今大足县
邮亭镇东胜村九龙滩，此地也一直
是胡子昭后人世代居住之地。因
此，大足区为胡子昭祖籍地应无争
议。但因其父胡复初曾任荣县东川
书院先生，胡子昭本人也在荣县有
过一段求学和生活经历，四川荣县
也一直把胡子昭作为本地名人来祭
拜，遗迹、诗词甚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足籍著
名国学大师杨明照在和家乡领导宋
朗秋交谈时谈及大足古代名人话
题，提醒说“胡子昭是大足名人，是
大足出的最大的官，不要被荣县争
去了”。遂引起宋重视。此时，大足
上下甚至胡子昭是何许人都不知
道，宋回县后随即查阅考证古《大足
县志》，根据邮亭“达达坟”终于找到
了胡子昭是大足人的蛛丝马迹。
1996年，宋朗秋组织大足部分专家
学者前往邮亭进行考察。在“达达
坟”和附近胡氏子孙一起进行了文
物辨识和资料收集，证明所谓的“达
达坟”就是胡子昭的衣冠坟。后再
次翻找史料，实地走访，在大足也找
到了胡子昭的祠堂。1513年，明朝
庭命大足县令康圭为胡子昭建忠义
祠于县南（今邮亭镇烈火村胡家湾），
又建衣冠冢于今大足县邮亭镇东胜
村七社九龙滩，立碑墓前。清朝又建
忠臣祠于大足县县城城皇庙右壁（老
北街原大足中学与县武装部之间，
解放后拆除，现为商业步行街），命
有司春秋进行祭祀。一代英烈胡子
昭身前、身后事最终才让后人知晓。

画坛巨匠张大千，四川内江人，
与成渝古道上的邮亭铺颇有渊源。

邮亭镇志记载，1916年5月，年
仅17岁、在重庆求精中学读书的张
大千准备与同学一起结伴回家。由
于他的同学都住在成渝东大路沿
线，而张大千的老家又刚好在内江，
于是他们决定沿东大路步行回家。

旅程的前半程还算顺利，虽然
遭遇了小股土匪，但他们都顺利过
关。当他们走到大足邮亭铺时，却
遇到了真正的麻烦。

张大千一行本来并不准备在邮
亭停留，但由于之前

遭遇小股土
匪 ，让

他们身心俱疲，于是一行人来到邮亭
老街上的一个教堂，计划在此留宿。

让张大千等人没想到的是，就
在他们到达邮亭之前，当地的民团
打死了两名土匪。教堂内的神父磐
定安告诉张大千，土匪被打死后，人
人自危，根本不敢收留外地人，害怕
土匪到来时，被误认为包庇民兵，让
他们赶紧离开。

经过再三纠结，张大千等人还
是决定等天亮后再走。他们通过翻
墙的方式进入教堂，谁知刚躺下没
多久，邮亭老街上就响起了枪声。
一行人赶紧起来逃命，但没跑多远，
就被土匪抓住了。

根据张大千的回忆录记录，他
被土匪抓了之后，开始十分害怕，后
来就平静下来。面对土匪的逼问，
他一口咬定自己家里是开杂货铺
的，没有多少钱。

让张大千没想到的是，当他在

土匪的胁迫下，给家人写信，让家里
准备赎金时，土匪头子见张大千的字
写得很好，竟然让他当起了“师爷”。

自张大千在邮亭被绑，到最后
被解救，他足足当了 100天的“师
爷”。在这100天的时间里，张大千
被土匪挟持着先后辗转永川新店、
来苏等地。他利用这段时间不仅自
学诗歌，还通过自己有限的权力，让
一些无辜的民众免受折磨。

后因临习大足石刻多次往返邮
亭，创立“大风堂”，与齐白石、溥心
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

“南张北溥”，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
来一大千”。

当时张大千路过邮亭铺时，是
邮亭老街最辉煌的时候，街上不仅
商铺林立，还配备了古戏台、文庙等
配套设施，至今还保存完好。英国
外交官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在其
所著的《华西旅行考察记》中写到邮
亭铺时大力称赞，认为邮亭铺和资
州（现四川省资中县）是成渝东大路
上最为繁荣兴旺的地方。

邮亭火车站附近的原邮亭区
子店乡学堂村5组，有一个富有弹
性的石坡，长 10米、宽 6米，只要
人在上面一跳动，就会把人弹起
来 1厘米多高，周围 3米宽的石面
也会随之颤动。再相距50米的下
坡有一块长宽 5米的石面同样有
弹性。自古以来，当地人都把跳
石坡当乐趣，经常聚集在石坝上
玩跳。如果石坡上站几十人，只
要一个小孩跳动，几十人都会颤
动。石头就像皮球一样有弹性，
是古今中外罕见的自然奇观。

石头本来是很坚硬的，用力
打击就会碎断，但跳石坡的石头
却像海绵一样能够起伏闪动，很
难让人相信。仔细考察，这个坡
是红色的粗沙石，完全是整石头，
没有脱层，没有空隙。旁边是喷水
池，切石面下2米多深的石质同表
层一样，找不出石头闪动的原因。

曾经有人怀疑是石头下面有
裂隙引起的闪动，于是便抬了很多
条石压在上面但石面没有因压而
断裂，证明下面不是空心的。现在
一部分石面上盖了很厚一层泥土，
种上了花生，但只要有人跳动，花
生土也同样闪动。曾经有一个石
匠，举起 50斤重的大铁锤猛击石
面，结果石头把铁锤弹出了很远。

1985年6月，原重庆市大足县
广播电视局《重庆广播电视报》大
足版主编、编辑赵甫华同张文刚
到原子店乡（现属邮亭）进行文物
普查，发现了这一奇观。6月15日
在《四川日报》，7月1日在《重庆时
报》，7月2日在《中国旅游报》发表
署名文章《有弹性的石坡》。7月
19日《文摘周报》转载《中国旅游
报》文章。从此，跳石坡闻名天
下，经常有人去参观，体验跳石坡
的乐趣。

邮亭镇由于多条铁路、公路汇
集，建成区难以拓展，场镇面貌较
为陈旧，城镇形象与大足南大门工
业重镇地位极不相称，对老旧房屋
和环境进行改造成为地群众的迫
切愿望。

2020年以来，邮亭镇率先进行
了街区打造和城市文化植入尝试，
借助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按照“城、
景、文”融合综合运用的原则，将邮
亭独有的“驿站文化”“邮亭鲫鱼文
化”等植入市政设施和街景当中，
营造出市民“移步异景、处处有
景”、城镇“处处都有打卡地，片片
都有好景观”的全新城镇风貌。改
造按照突出整体与兼顾个性原则
逐栋进行设计，并首次尝试引入城
市色调控制。创造性地大胆运用
大色块、高饱和度色彩铺陈及高反
差色调搭配，将城镇传统的白瓷砖
贴面晦暗、灰白的城市色调，迅速
转变为明快、鲜亮的城市新色调，
让“现代、后现代、纯欧式、中式”等
建筑次第展现，令人耳目一新、赏
心悦目，营造出各美真美、美美与
共的城市新景观。

如今的邮亭场镇上，本地特
色、传统文化元素有机融合到了市
政设施和街景当中。“邮亭文化中
心”“文化公园”“胡子昭文化
广场”“红园”等四大文化
工程，连同近 20处游
园、小品、小
景、公

园、文化墙星罗棋布地镶嵌在城市
之中。曾经色调灰暗的民居焕发
生机，瓷砖外墙被靓丽的漆面墙取
代，屋顶蓝棚被树脂欧式红色屋顶
取代，变成了一座座色彩各异的

“彩房子”。沿途店招按照各不相
同原则进行整体提档更新，青石路
面全面升级为花岗岩路面，曾经的
藏污纳垢闲置地、杂乱违建区、坑
洼荒废地带、坡坎陡崖，变成了广
场、公厕、停车场、垂直绿化带，一
座崭新的城镇跃然于眼前。

“游园就在家门口，出门就能
锻炼休闲，真方便!”“臭水沟变成了
新公园！”可观、可赏、可憩、可走、
可游、可乐的场镇新环境受到了居
民们的交口称赞，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自豪感大幅提升。同时，城
市形象声名远播，许多游客纷纷来
到邮亭打卡观光，自发在抖音、微
信、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发布推
送，好评层出不穷，市区10余家新
闻媒体竞相报道，不吝溢美
之词，一座新的“网红
城镇”正破茧而
出、冉冉升起。

驿路同行驿路同行 相聚相聚

驿路传情，大美邮亭。

胡子昭与“达达墓”

张大千邮亭奇遇

胡
子
昭
文
化
广
场
。

神奇的跳石坡

邮
亭
鲫
鱼

网红城镇——多彩新邮亭

多彩邮亭多彩邮亭，，处处有景处处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