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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耳山下、沙溪河畔的一方水土，历史上是
“小川东道”的重要驿站，宋代属“米粮里”，如今
已成为大足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足城
市新区建设的主战场，造型新颖的建筑不断拔
地而起，鳞次栉比：吾悦广场、绿地海棠湾、圣玺
府、国兴海棠国际……

这里是大足宝顶山石刻缔造者赵智凤的诞
生地智凤（街道），因为纪念神僧赵智凤（1159—
1249）而得名，由弥陀、登云、米粮三个乡合并而
成，并享有“善缘福地、文化之源、丰产佳酿、文
明宜居”之美誉。

智凤位于大足区坐标圆点偏东，西连棠香
街道城区，南靠龙水镇，东邻石马、金山、回龙三
镇，北与宝顶镇接壤，是大足城区的东面门户，
67.8平方公里，也是大足六个街道中面积最大
者，比龙滩子、双路、通桥三个街道的总和还多
一半以上。因由镇改街道的历史仅十年，总体
上还是一个镇的样貌和产业格局。

不过，因为紧邻大足城区，只有五六公里之
远，渝蓉高速途经且大足东下道口就在境内，智
凤已成为大足辐射渝西地区、链接成渝双城的
主通道，的确是区位优越的发展高地、高质量发
展的兴业福地。大足区在“十四五”规划中已将
智凤纳入中心城区一体建设。事实上，近些年
来智凤陆续为海棠新城建设提供用地，在海棠
新城的建成区中已有 5平方公里的份额。随着
大足城区急剧“东扩”，智凤近期有10平方公里、
远期有 20平方公里纳入城市规划建设，已成为
大足中心城区开发、开放的主战场。曙光已经
照亮，前景一片光明，智凤文化孕育出的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和久久为功的实干精神，将在其
中发扬光大。

这里也是一方文化荟萃的热土，辖区已集
聚14所学校，海棠高中正在规划中，一所高校正
在布局中，智凤的教育很快将形成从幼儿园到
大学的完整体系，打造“教育重镇”“一生之城”
的目标将如期实现。

赵智凤出生在智凤的米粮。米粮，顾名思
义是鱼米之地，是千百年来“小川东道”——重
庆经安岳去成都往返即川渝经济往来、文化交
流的重要驿站，故称米粮铺，素有“鱼米之乡”的
美誉。宝顶山石刻建成后，朝拜者大多途经米
粮，形成商贾云集、客旅兴旺之地。智凤也是大
足早期地下党活动根据地之一，诞生梁田玉、李
萼、梁子先、王绍荣等一批在抗战前线、抗美援
朝阵地、征粮剿匪战场洒尽鲜血的英雄，这是最
珍贵的历史，民族不会忘记他们。

区位特点·资源优势·发展方位

智凤户籍人口 4.9 万人，常住人口 6.9 万
人。在渝西各区人口总体上处于净流出的大背
景下，智凤的人口净流入比例超过 40%，实属不
易，也说明人气很旺，是块被人看好的热土。

交通发达，十分便利。渝蓉高速公路横穿
而过，境内长 10公里，并有大足东进出口；大铜
路、大国路总长 18公里；乡村公路 48条，里程
120公里；四好农村路社区组通达率 100%。城
区干道龙棠大道、石刻大道、东西互通连接道车
流如织。成渝中线高铁已确定设立大足石刻
站。三环路接大足石刻站也将启动建设、穿境
而过，“十四五”规划中与智凤发展密切相关的
大万快速、东环快速、城市三环东北段、大足石
刻文化公园新城等重点项目正有序推进。

自然资源禀赋高。地势开阔，土体深厚，土
质肥沃，矿物养分丰富，质地黏土砂适中，微酸性
土壤比例大；气候温和，降水丰富，土壤保水性
强；生态优美，森林覆盖率超过50%；濑溪河在境
内自西向东穿越境内约12公里，其主要支流有转
转河、水毛洞河、汪家坝河、魏家沟河、梁家沟河
等。同时，水利设施完善，除了七星水库，还有排
灌沟渠 16.5千米，山坪塘134口，石河堰70道，
电力提灌站6处、渠道26.3千米，以及化龙水库自
流灌溉石渠32千米。这里自古民风淳朴，劳动生
产率较高，是适宜种植业、养殖业的天然沃土，也
具备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的良好条件。

智凤因地制宜制定明确的大目标：大力实
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突出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打造“城市靓、乡村美、产业兴”的城
乡融合发展示范街道，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乡村让人们更向往”的愿景。

在实现大目标的路径上，着力夯实“三大平
台”，在“三做”上下功夫、抓落实：一是做大城区
开发开放主战场。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主动
承接老城区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加速集聚人
气、商气、财气，进一步提升宜居宜业宜游功
能。二是做强中小企业创业基地。推行“店小

二”“保姆式”服务，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
营商环境，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加大招商引
资、培育孵化、精准帮扶力度，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集聚一批有活力、有灵气的中小
微企业。三是做精现代农业核心区。以农业为
本，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生猪保供基
地、蔬菜瓜果基地，建设食品加工园、农产品研
发展示交易中心，打造城市“后花园”。

宝顶酿造·邓鼎计·笛女酒·富葛

早在撤镇建街道前两年（2012年），智凤就
规划占地1平方公里的中小企业创业基地，此后
稳步扩展。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政策
引导、规划先行、产业扶持的大力助推下，一大
批优秀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已成为
市级城乡统筹示范点、市级中小企业创业基地。

现有市场主体近 2300户，集聚了 10余家食
品加工企业，初步形成以食品加工为主、汽摩建
材为辅的产业体系，具备打造大足（智凤）食品
产业园区、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的基础和
条件。如今企业达到 53 家，其中规模企业 8
家。重庆宝顶酿造有限公司属于市级龙头企
业，重庆平为福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邓
鼎计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富葛实业有限公司等
11家属于区级龙头企业。

智凤的产业众多，最具特色的当数食品加
工。火锅作为重庆名气最大的特色的美食，餐盘
上摆放的所有东西，从底料到底油、辅料、酱料，
从肉、菜等食材到笛女美酒，甚至解酒的葛根鲜
片，智凤都是“全能产地”，一样不少地都出产。

“宝顶酿造”被认定为“重庆老字号”，1981
年初创，是一家集调味品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
体的农产品加工企业。2021年销售产品超万
吨，产值2.5亿元。

宝顶山石刻的所在地叫宝顶镇，驻在智凤的
企业注册“宝顶酿造”，这不是明摆着的抢注吗？
或者，不就因为智凤街道是赵智凤的出生地而借
古人压今人吗？其实都不是。但的确又与宝顶
山石刻以及赵智凤有密切关系，且是一段佳话。

瞬间穿越回南宋中前期。一代名僧赵智凤
率一众弟子数百人在宝顶山上开崖凿壁雕刻佛
教造像。其间有附近杨氏村民送来选用优质蚕
豆粒和辣椒、以自研工艺精心酿制成的豆瓣酱，
色泽红润，酱香浓郁，开胃爽口，雕刻工匠们食
用后赞不绝口。自此，杨氏族人及村民将该豆
瓣酱酿制技艺不断创新、传承，称之为“宝顶豆
瓣”。豆瓣酿制技艺经逐代薪火相传，现在的传
承人名叫杨大刚。

杨大刚介绍，他家的豆瓣制作技艺因其纵
向传承800余年，在历经数十代传承人不断总结
提高的基础上，充分完善成型。公司作为大足
区内唯一一家使用该技艺进行规模化、标准化
生产作业的企业，调制独特，口味极佳，拥有“宝
之味”“圣寿”两个注册商标，主要生产经营这两
个品牌的系列酿造调味品，分为火锅底料、复合
调料、豆瓣酱三大类产品，即系列红油豆瓣、火
锅豆瓣、家厨豆瓣酱、芝麻花生豆瓣酱、姜葱豆
瓣酱，以及以豆瓣为原材料的延伸产品如火锅
底料、复合调料等，共计 40余个不同品类、规格
产品。红油豆瓣、火锅豆瓣等产品色泽红润、酱
香浓郁、营养丰富，经过数十年市场检验，深受
消费者喜爱，因此该技艺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
价值。其中，“宝之味”被认定为重庆市著名商
标；“圣寿”牌芝麻花生豆瓣酱于 2019年荣获第
二十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优
质产品荣誉称号。

杨家一直以传承豆瓣传统制作技艺为己任，
立志将豆瓣传统制作技艺世代传承下去，使世人
的舌尖能够穿越时间隧道，品尝到800年前工匠
们赞不绝口的味道。公司建有现代化、标准化豆
瓣发酵室、发酵池、晒场等豆瓣酱专用生产设施
及设备，设计年产豆瓣达8000吨以上。先后多次
荣获重庆市优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重庆农产
品加工业百强示范企业和重庆市“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重庆市消费扶贫
示范单位等殊荣。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建立经销
客户，产品深受消费者广泛好评，且酿造调味品
加工技术和能力在西南地区居行业领先地位，正
争创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智凤的酿造业在行业中颇受好评。可以说，
大足的宝顶石刻，大名鼎鼎；智凤的宝顶酿造，出
手不凡。宝顶酿造有效带动了农民的土地种植
积极性，尤其是蚕豆、辣椒、花椒等经济作物在智
凤街道的种植规模呈稳步扩大之势，不仅为农民
增收致富开拓了渠道，更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

智凤的火锅底料在重庆火锅产业中占据一

席之地，其中知名的“邓鼎计”是专业从事火锅
底料、复合调味料等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
的现代化民营企业，以提供美味、健康的高品质
产品为己任；同时也为餐饮、食品经营企业提供
标准化、多样化的产品定制和非定制服务。现
有固态、半固态调料自动化、半自动化生产线 6
条，设计年产能6000吨，核心产品为重庆老火锅
底料、酱料、汤料、卤料等各种川味复合调料；并
可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研发、定制生产服务，彻
底解决食品安全及品质可控性、产品标准化、成
本最低化、操作简单化等行业难题。

“邓鼎计”这个品牌大有来头。1983年某
日，邓小平同志携全家人在北京的四川饭店用
餐，川菜特一级厨师陈志刚首创的一道鸳鸯火
锅得到小平同志极高评价。2017年，陈志刚的
第二代弟子、特级厨师邓人华为传承、发扬火锅
经典，回到家乡大足创立“邓鼎计”。“邓”是为了
纪念小平同志对陈志刚调制火锅味道的钟爱；

“鼎”是火锅容器，也寓意对产品品质的承诺一
言九鼎、始终如一；“计”乃百年大计，意在打造
百年名企，立志将舌尖上的美味发扬光大。

邓鼎计反复调制研发产品配方，根据各地
消费者口味，调制出适合不同地方的火锅底料
和调味料，牛油火锅底料、调味鱼底料、桶装火
锅底料、家庭用袋装火锅底料等 50多种火锅底
料产品，同时也生产汤锅底料、炖料及多种特色
调料。不仅在传统产品生产上开足马力，还在
新品研发上狠下功夫。如今的邓鼎计火锅底
料，已成为重庆的一张名片，有一个声音叫“要
想好厨艺，就找邓鼎计”。

2018年 10月，邓鼎计取得出口食品生产企
业资质，并被重庆市认定为市级科技型企业，同
年11月荣获重庆市第三届微型企业创业大赛二
等奖。2021年4月，成立北京办事处；同月，顺利
拿到食品安全管理认证证书、HACCP认证证书
以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邓鼎计立足自身
的研发、管理、服务优势，以企业文化植入为着
力点，面向社会郑重承诺：永葆匠心，永做良心
食品，誓做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行业标杆企
业！公司产品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拥有
的经销商和合作伙伴超过 1000家，产品销往全
国，销售额也屡创新高，发展态势良好。

说起“笛女”酒，很多老大足人非常熟悉。
其品牌名称和形象取自大足石刻中的吹笛女。

“笛女大曲”“宝顶大曲”系列酒，以本地优质糯
高粱、大米、糯米等为原料，采用传统工艺和现
代科技精心酿造而成，酒质清洌，甘美可口，具
有窖香浓郁、醇甜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持久的
独特风格。其中“笛女牌”系列酒荣获1988年首
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1993年第三十一届布
鲁塞尔世界食品博览会金奖、中商部优质酒、四
川省首届巴蜀食品节金奖和重庆名牌、名酒称
号，成为石刻之乡酒文化的一朵奇葩。当年，笛
女酒是大足人逢年过节走亲串戚的伴手礼，也时
常现身在宴请宾客的餐桌上，属于“大足人自己
的酒”。在大足人的印象中，笛女酒不仅仅是一
种酒，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回忆。但笛女酒的发
展史，却非一帆风顺，“前世今生”充满了波折。

笛女酒业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国营大足县
白酒厂，先后改名为大足县曲酒厂、大足县酒
厂。上世纪 80年代，笛女酒是大足本地家喻户
晓的白酒品牌，在巅峰时期年产基酒2000余吨、
商品酒 3000余吨，一度被誉为“重庆五粮液”。
后来酒厂被江津酒厂集团收购，仅在大足设有
一条生产包装线。随着众多酒类品牌的大量涌
入和白酒市场的激烈竞争，笛女酒失去了原本
的地域优势。一个偶然的机会，大足一位企业
家了解到江津酒厂集团正在出售笛女酒的股
权。经过多次协商，大足才正式回购笛女酒的
股权。重庆市笛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
后，多次获得重庆市著名商标、重庆名牌产品等
相关荣誉。其研发中心开发出“石刻纪念版”

“多彩大足”系列新产品，购买先进检测检验设
备，建成自动化灌装生产线、包装车间、酿造车
间、成品车间、储酒地窖等，严控产品质量，致力
提升产品质量和口感。同时，为助力乡村振兴，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引导农民种植高
粱等农作物，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当下，在大足
的白酒企业中，笛女酒业无论是口碑还是实力，
都可谓是“扛大旗”者。2020年，占地面积2.2万
平方米的新厂区建成，全套酿制设备提档升级，
不仅利用好自己老字号的品牌优势，还搭乘互
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快车，进行品牌再推广，特别
是结合大足旅游资源，与旅游产业联姻，努力做
好“一款属于大足本地的美酒”，为打造大足城
市名片添砖加瓦。笛女酒业厂区一期建成并已
投产，年产基酒100万斤；待二期建成后，年产基

酒400万斤，产值3亿元以上。
笛女酒的酒瓶也值得一说。很精致，像一件

工艺品，酒瓶有红砂岩的色泽和质感，整体造型
是大足石刻的立体像，美丽的笛女在一个小平台
上吹笛，生动、活泼，画面感很强。由景德镇的陶
瓷艺人专门设计制作，并申请了设计专利。

葛根的外形像红薯，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首批公布的药食同源植物，作为中药具有养
肝护肝、清热解酒、降“三高”、预防心脑血管疾
病，调理肠胃，美容养颜的作用。重庆人有吃喝

“麻辣浓烈”的习惯，葛根无疑是最佳伴侣。
富葛实业很具代表性，是专业从事葛根育

种栽培、产品研发、加工销售的科技创新型农业
企业，与西南大学的教授、专家合作研发，以他
们数十年科研成果为基础，采集全国数百份葛
根种质资源，才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叫“鲜食葛
根——富葛”，可直接食用，比普通葛根更易消
化吸收。富葛实业以“富葛”为基础，建立与养
殖相结合的生态农业产业体系，研发出生态、天
然、绿色、健康、营养的“富葛”系列产品，包括独
具特色的富葛鲜品（富葛鲜片）、富葛干品（富葛
精粉）、富葛食品、富葛水产禽畜等，现已申请国
家专利数 10项，产品获得国家绿色食品A级认
证，成为生态绿色农产品的名牌企业。

富葛种植收益可观，每亩纯收入4355元，成
为智凤农村致富的又一法宝，仅在登云村的部
分组就带动种植富葛1000余亩。富葛实业在全
国已发展种植面积 3万余亩，带动 8000多种植
户；还将石刻文化与葛根文化有机结合，加快食
品加工企业与石刻资源融合发展。

桃子家族·沃柑·板栗·小龙虾

食品加工业与农业种养殖业相辅相成。智
凤红红火火的食品加工业依仗并促进本地的种
养殖业，两者相得益彰。

平为福生态果园主要从事农业综合开发、蔬
菜、水果种植销售、水产品养殖销售，近千亩桃树
更是特色，其中大部分是福寿桃。“福寿桃”这个
名字也跟赵智凤有关。赵智凤生于农历七月十
四，民间传说在这天出生的孩子是“天胎”，需要
布置吉祥物为其辟邪。于是，赵智凤的母亲便在
自家房前屋后种满桃树，祈愿儿子一生安康。从
此，当地老百姓便把这种桃树视为辟邪求吉、孕
育生命、福寿安康的圣树，取名“福寿桃”。

初夏时节是福寿桃成熟的黄金时期，福寿
桃不仅外形圆润饱满，而且口味甘甜、水分十
足，作为抢先上市的早熟品种，广受市场追捧。
这个果园除了福寿桃之外，还生产油桃、黄桃等
多个品种，每年产出400万斤左右。

智凤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非常适合种植柑
橘。桔香庄园种植的沃柑，具有长势旺盛、挂果能
力强、挂果采收期长和冬季果实落地少等优点，果
实饱满外观喜庆，果肉橙色、嫩滑，皮薄、汁多，口感
甜柔、低酸爽口，营养成分很高，含有大量的维生
素。春暖花开之际也是柑橘大丰收的时节。橘园
在阳光照射下，个个橙红饱满的沃柑和株株枝繁
叶茂的绿树，绘成一幅喜人的丰收图景。

这个种植沃柑的桔香庄园农业专业合作
社，主要从事农业观光旅游、优质水果、农渔种
养殖及销售、农耕文化的开发及推广等，特聘国
家级专家指导，技术落地，发展势头迅猛。合作
社以体验农业丰收乐趣、享受健康生活为理念，
打造“果舞花间，垂钓画中”的优美环境，为广大
消费者提供舒适的休闲消费场地，同时致力于
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帮脱贫人口增加收入，为
广大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农业学习、体验基
地。将再新流转土地 500亩，增加水果品种，建
立水果生加工厂，开发乡村观光旅游项目及农
业培训、体验项目，着力开发极具特色的生态田
园综合体，走精细化、宜机化、产业化、科学化道
路，推进农业现代化，助力建设美丽乡村、富足
乡村、惬意乡村。

很多人不知道大足产板栗。智凤的八里村
有一块非常适合种植板栗的宝地，种植面积约
1000亩。最早种植的已30年以上，但颗粒小、产
量低。最近十余年来，当地群众看到板栗的市
场前景，便通过嫁接、重新补种等办法，发展为
现在的规模。现在每亩产量可达五六百斤，总
收入可达300万元。

智凤土壤肥沃，水质优良，为稻虾的生态种养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稻田为小龙虾提供生存
的环境，小龙虾则为稻田提供天然的有机肥料，形
成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已带动207户农家发展
生态种养稻虾2612亩，产值约1200万元。这种稻
虾生态种养方式不仅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保护了
环境，还为农民带来实在的收益，同时丰富了餐饮

业食材，并赋予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物产丰富·美食多样

智凤作为市级城乡统筹示范点、市级中小
企业创业基地，在现代农业园区“十四五”总体
规划中明确打造百亿级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立
足于现有资源优势，紧扣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有利契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因地制宜，积
极构建“大产业”发展格局，在稳定粮油作物生
产和大力发展生猪养殖的前提下，特色农业遍
地开花：生态稻鱼、稻蛙养殖达到3544亩，花椒、
黄花、葛根等经济作物种植近2000亩，蔬菜基地
2000亩，藤梨、板栗、猕猴桃、火龙果、冬草莓、蓝
莓、杨梅等特色水果种植近 3000亩，因地制宜，
宜种则种，丰富多样。此外，4.5万亩林地中，除
了公益林、商品林之外，集中成片的经济林已达
4000亩，以种植柑橘、李子、桃子为主。

智凤的农业农村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现有农业加工企业10余家，
专业合作社55家，家庭农场45家，区级龙头企业
11家，市级示范合作社9家，形成了打造大足（智
凤）食品产业园区、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的
基础和条件，努力打造区级农副产品加工园。

在智凤如此地理条件优越、历史人文厚重、
物产丰富多样的宝地，如果没有风味美食，那才
是怪事。随机列举几样如下。

藏香猪的肉质中富含钙、铁、锌、镁、铜等矿物
质成分，被誉为“人参猪”。烤藏香猪以铁板烤肉
的方式推出，这种烧烤套餐，藏香猪肉氨基酸和淀
粉酶是普通白猪的30倍，脂肪含量仅为普通白猪
的10%，用铁板烤肉的方式，让客人拥有了十足的
体验感和参与感，外焦内嫩的口感让人垂涎不已。

柴火鸡。采用正宗散养鸡，相比普通鸡，散
养鸡肉质更加鲜美、营养更加丰富、含有丰富的
氨基酸和丰富的胶原蛋白，脂肪含量相对较
低。烹饪时采用农村土灶，先经大火猛炒，加入
配料炒香后再加水用小火微炖，在焖制的过程
中，开始制作特色玉米饼，揉捏成形之后贴到铁
锅周围烤制，其间相继放入配菜焖煮。采用农
村土灶烹制的柴火鸡原生态、接地气，味道香辣
入味，肉质鲜美，搭配特色锅边馍馍堪称一绝。

烤全羊采用大足特色黑山羊，肉质鲜嫩，肥
瘦合适，食用感最佳。成品羊肉有暖中补虚、补
中益气、开胃健力等有益人体健康的功效。忠
煌山庄金牌烤全羊在保证羊肉营养不流失之
外，经过小火精心烤制后，外表金黄油亮，外部
肉焦黄发脆，内部肉绵软鲜嫩，羊肉味清香扑
鼻，颇为适口，别具一格。

爆炒小龙虾。用“宝顶酿造”的豆瓣、邓鼎
计的小龙虾调料炒料之后，智凤稻田养殖的小
龙虾和葱姜蒜下油锅爆炒，都是纯天然原材料，
不添加任何食品添加剂，味道鲜美，绿色健康。

水煮鳝鱼片。鳝鱼为料，肥肠为辅料。此道
菜无任何添加剂，体现出鲜、香、辣的美食特色。

吉希面。经营范围限于面食系列，包括蔬
菜面、荞麦面、粗粮面、鸡蛋面。

智凤的农业农村发展风生水起，也把握城市
化这个发展的大方向，以宽广的胸怀展开双臂迎
接城区“东扩”，特别注重抓住全域打造石刻文化
公园的机遇，结合“智凤故里”的品牌，将优秀传
统文化植入城市建设，系统地提升功能品质。

865年前，世界文明的一代使者赵智凤，诞
生在这里一个叫沙溪湾的石墙院子里。为了实
现为母亲治愈顽疾的心愿，幼年出家侍佛，少年
出家修行、研习，学成归来后苦心经营70年缔造
了宝顶佛国，用一颗孝心唤醒着世界的善缘。
他终其一生谱写的那首至孝至善的圣歌“假使
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
心”，其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至今感染着世人，
影响着世界，在世界石窟寺艺术史上浓墨重彩
地谱写出最绚烂、最辉煌的篇章！

是的，智凤已远去；但是，智凤今犹在。他
崇德向善的品格和“开山化石、励志图新”的工
匠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大足人、智凤人。
君不见，无论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在乡村
的道旁田野，大到一个地域的命名，小到不起眼
的一包调料，随处可见石刻文化的内核在生活
的方方面面渗彩绽辉。

如今的智凤，城市靓丽、乡村秀美、产业兴
旺，这就是神僧当年的美好憧憬和理想追求
吧。人生苦短，赵智凤身后的几百年在历史的
长河中也仅是弹指一挥间，但我们繁荣富强、多
姿多彩的今天，定然比他心目中的“明天”来得
太早太早了！

（布谷夫：本名刘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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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僧应无恙 当惊故里殊
□ 布谷夫

（上接4版）
一是清末，一位在大足县回龙场定居的刘

道人（佚名，生卒年也不可考），传少林拳于傅崇
光、傅保山，后在傅氏宗族内部传犊，保山传傅
立恕，立恕传傅世绪，世绪传傅远志（其子），唐
忠萍，黄文高，黄建中等。

另一支就是缪云丛（缪胡子）传下的少林方
门拳了。

相传，此门拳术系清末四川省什邡县（今四
川省德阳市什邡市）人方顺懿（人称方“蛮子”），
根据少林金刚拳并结合龙、虎、豹、蛇、鹤、猴象
形取意和“肖门”拳术特点创编而形成的拳种。
由于此拳与四川其他拳种风格相异，独具特色，
后学者根据方顺懿之姓，命名此拳为少林“方
门”。四川省中江县吴理明，陈藏亭，吴炳奎，三
台县人孙显志（绰号孙事陀）承袭其衣钵。

流传于本区的少林方门拳，系孙事陀的女
婿兼徒儿缪云丛（缪胡子）所传。

缪云丛（1883-1958），四川省中江县仓山镇
人，拜孙事陀为师学习拳艺，后来成为孙的女婿。

年轻时曾在中江县开教棚授徒。曾多次参加擂台
赛。1924年，参加陈书农部旅长王仕俊在铜梁西
门举办的擂台赛获第一名。1929年携徒白青荣
（后成缪的女婿）到合川打擂，失手打伤擂主汤星
元（擂主是国民党部队的武术教官），被当地驻军
通缉，他连夜逃走璧山县避祸。待事态平息后，在
合川、璧山、铜梁等地教拳。传徒有合川唐国基，
铜梁蒲世元，铜梁胡青云。40年代起，从铜梁旧县
迁到大足区千佛寺居住（今大足区龙岗街道官峰
社区十四组）并授徒。向青荣，杨国权，陶元光，颜
夕武，法惠和尚，曾夕川等人，皆是门下高徒，大足
武林中赫赫有名之辈。解放前，在大足期间，多次
参与县里各种武术活动，获奖无数。解放初期，大
足县首届运动会上，应邀在运动会上表演。1954
年回中江县仓山镇老家，1958年病逝于老家并安
葬于仓山镇缪家柑子园。《重庆武术志》有传，称他
为“铜梁、大足等地少林拳的主要传人。”

少林方门拳在大足的传承史上，第三代（这
里的三代指的是以谬云丛为第一代）弟子刘建
国贡献最为巨大。

刘建国（1929—2003），大足县人，13岁随师
父胡青云（缪云丛之徒，铜梁人）学漆匠谋生，谋
生之余习拳术。80年代起担任大足县体育局武
术总教练，其弟子“童氏三姐妹”（世敏、世斌、世
琼）、刘广辉、曹泽亮、周中志等在八十年代、九
十年代均为在原江津地区、重庆各类武术比赛
运动中摘金夺银的高手。

流传于大足地区的少林方门拳术套路有协
战拳、五虎下西川，穿阳虎，少林拳，五雷锁地，
九龙爪，九龙同台，挂印等。

器械有：南阳大刀，少林双刀，达摩剑等。
（二）
武当武术源远流长，起自南宋末张三丰，是

与少林、峨眉鼎足而立的武术派别。内家拳祖
庭。松溪内家拳就是武当武术中的一朵奇葩。

大足武术界中就此流传这样一句话：“要学惊
人艺，松溪加缠闭。”可见松溪武术的非同寻常。

张三丰创内家拳后，至明嘉靖时，其法传于四
明（今浙江宁波四明）。而张松溪最为著名。《宁波
府志》有载：“张松溪，鄞（今宁波）人，善博。师十三

老，将源自张三丰的内家拳发扬光大，得以后传。”
至今在四川流传的松溪内家拳，系天津拳师张

午亭在天津传此拳于陈晓东。清光绪年间，陈晓东
随父入川定居南充，广访民间拳师，博采众长，融会
贯通，发展创新，使松溪拳日臻完善，丰富了松溪拳
的内容。陈晓东传于张季康，赵子虬，林济群等。

1935年，林济群在重庆市中区储奇门创精
武体育学校并任教，传授松溪拳。巴县人吴仕
礼就学于此。学得松溪拳。后来吴仕礼定居大
足，在大足广传此拳。

吴仕礼（1981—2000），重庆巴县人。大足
松溪派武术的传承人和传播者。

吴 13岁时，拜资中人李天薇为师学习盘破
门（高桩齐步之脚）功夫。1935年，在重庆市市
中区储奇门精武体育学校就读，跟随松溪宗师
陈晓东的高徒林济群教官学习少林密门吐纳口
口气功及“武当松溪拳”。曾任驻渝36军大刀训
练班，重庆行营军官队武术教官，复旦大学国术
教师。1932—1937年间，他多次参加重庆市举
办的国术擂台赛，曾获了金奖珐琅章一枚，丙等

奖鸡心银章一枚，甲等金章一枚。1937年与校
友余震东一同被遴选为参加南京全运会的国术
运动员，因“七七事变”爆发而未成行。1946年，
任教大足中学校，遂定居于大足。

从上世纪 70年代起，开始在大足传授松溪
拳术、盘破门武术。主要传人有三个女儿（吴立
人、吴立华、吴立跃），徐国才，黄中丽（女），陈远
弟，刘享平，娄禹光，彭和健等。《大足县志》《重
庆武术志》《四川省武术大全》等书均有记载。

松溪拳的风格特点：刚柔相济，蓄发结合，
常用圈步，手法翻转多变，多用掌，少跳跃，步型
低矮，讲究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后发先至，长短
结合，从侧门两臂外进攻对方，以跃法为主（有

“沾衣十八跃”之说），打法、拿法兼之，有“散、
紧、劲、径、切”五字为理论概括。

流传于本地的徒手套路有：启蒙拳，问津拳，
六步拳，咫尺拳，光明拳，探马拳，走肘拳，鹞子拳
（天盘、地盘）等。

器械套路有：春秋剑，白虹剑，六乘枪（1-6
路），大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