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剿匪
僵持阶段，街上来了两名袋匠

晏袋匠和周袋匠都不是本地人。晏袋匠长得人高马
大，操着一口东北口音，脸上笑容可掬，一副弥勒佛的模
样。关于他的来历，街上的人谁也不知道。而周袋匠人相
对矮小，不过长得很精致，典型的南方人。据说，他俩是同
一天进入堡子街的，而且是带着家人进入的。

那还是刚解放的时候，堡子街来了一队解放军，因为堡
子街闹土匪，而且还杀了几个解放军的侦察战士。为了剿
匪，解放军派出了三个连队的兵力，但是七曜山地形复杂，
围剿了几个月，都没有彻底解决。

在剿匪进入僵持阶段，堡子街就多了两家袋匠。刚开
始，街民都不敢去剃头，认为他们都是解放军的暗哨。当
时，土匪曾留下恶言，谁给解放军通风报信就“杀全家”，所
以没有人敢接触。

可是没有几天，街上的人渐渐开始到两位袋匠家剃头
了。原因很简单，他们剃头费用很低，而且剃头还不疼。
此外，在剃头的过程中，他们还给你讲梁山伯与祝英台、
孟姜女哭长城、薛仁贵征西、花木兰替父从军等故事。一
个故事还没讲完，头就剃完了，剃头者还沉浸在精彩的故
事中。

剃头的人越来越多，晏袋匠和周袋匠的生意也好起来，
土匪在街上的暗哨也经常来听故事，也会无意间透露一些
有关土匪的信息。

周袋匠有一个习惯，每晚深夜十二点都出去，这也引起
了土匪暗哨的警惕，有时他们暗暗尾随，要一探究竟。当他
们看到周袋匠是去给乡下的死人剃头，也就放松了警惕。
随着时间推移，解放军掌握的土匪信息越来越准确，不到十
个月的时间，土匪就被全部剿灭了。

后来传出很多版本，说是这两个袋匠是解放军的侦察
员，土匪之所以被剿灭，就是他们提供了准确的信息。但
是，他们却没有和胜利的解放军一起撤走，而是依然留在堡
子街，继续剃头，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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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晏袋匠和周袋匠越来越被乡民喜欢。

虽然生意火爆，但他们从不涨价。最后实在忙不过来，就开
始招收徒弟。他们各自招收了一些徒弟，这些徒弟都是父
母被土匪杀害的孤儿。

这些徒弟衣衫褴褛，有的无家可归，他俩就腾出房子给
徒弟住，还给徒弟买衣服，让徒弟们穿得干干净净的，很有
面子。

白天，他们教徒弟们剃头。剃头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活，
实则非常讲究。推剪、抓洗、刮胡、修面等都是细活，毛毛躁
躁是不行的。手脚要轻，不能伤着别人的头，要像爱护自己
的眼睛一样爱护它。

刚开始时，所有的徒弟都要做一些粗活，譬如洗头啊、
刮胡子啊，等练到一定境界，才能开始剃头。最先，徒弟们
剃的是刮光头，这个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只要手脚轻就行。

到了晚上，晏袋匠和周袋匠就在煤油灯下教徒弟们学
习文化。

徒弟们也很争气，三年后，他们不仅学得一手好手艺，
而且还学得了文化。

徒弟出师后，晏袋匠和周袋匠就安排他们下村给人剃
头，一个人承包一个大队。那时剃头便宜，一斤苞谷剃一
次，乡下男人一个月剃一回，剃一年头就是十斤苞谷。

这个办法很快被乡下人接受，不用上街就把头剃了。
这样一来，乡下人剃头就方便多了。这些徒弟，不仅给乡民
剃头，还教他们识字。

后来，这些徒弟就成了大队的干部，带着乡民进行土地
改革，进行合作社建设。大队里男人的头依然由徒弟们剃，
而且还是免费的。

三绝活
一个善剃胎头，一个善剃遗体头

偶尔，两位袋匠也下乡，主要是去看徒弟们还有什么不
懂的，他们现场指导。

“小孩怕剃头，老人怕放牛。”头发落在身上发痒，大多
小孩都不愿意剃头。但最难剃的，还是要数胎头。在农村
剃胎头是要给双倍红包的，婴儿身体柔弱，给他们剃头就像
在蛋壳上跳舞，手法要轻而快。

当时，这里有个习俗，男人一生有两次难剃的头，一是
胎头，二是死后的尸体头。

晏袋匠善于剃胎头，周袋匠善于剃遗体头。他们俩各
有一套硬本事。只见，周袋匠让尸体坐在背篼里，用热水打
湿死人的头发，然后开始剃头，边剃边“交流”：“听话啊！我

给你把头剃干净了，你在那边好找活干……”
按照习俗，给死人剃头也是要给红包的，也是双倍。不

过，周袋匠从来没有要过。他说，都是老伙计，这是最后一
次给他剃头，也是善始善终吧。

在堡子街，给人剃头有很多讲究。比如正月里不剃头，
正月剃头是怀旧，物是人非事事休，总该有个空闲，所以正
月一般不剃头。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所有袋匠才开业，开
业就爆满。都想第一个剃，而且这一天不能剃光头，因为开
张就刮光了，意味着一年四季都没有，那是袋匠的忌讳。晏
袋匠和周袋匠也遵从堡子街的规矩，从不破戒。

转瞬间几十年过去，堡子街也变样了，新修了街道，新
增了许多乡下人口，也迁走了很多人。不过，现在理发店的
师傅不叫袋匠了，改叫美发师。曾经的晏袋匠和周袋匠成
了传说，但关于那段剿匪的历史，人们依然津津乐道。

（作者系何其芳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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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盛经开区青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南部，很远就能
见到一座高高矗立的台地，山势壮丽雄伟，那就是邓家岩。

邓家岩位于金桥镇马头桥村与青山村、三台村交界处，
是范家山南边转向处的断头山崖。远望范家山，如雄狮俯
卧在青山湖畔，山体南部高昂的“狮头”就是邓家岩。邓家
岩西边、南边均是400余米高的悬崖，东边、北边与起伏不
大、山头浑圆的群山相连。

邓家岩下有个邓家院子，大多数人家都姓邓。邓姓家
谱记载：此地原名宋家岩，清康熙十三年，邓姓人家由湖广
入川，定居山下，将屋后大片山崖叫作邓家岩。还有一个传
说，以前邓、娄两家为争夺地界打官司，邓家输了，传言“邓
家挨了”，谐称“邓家岩”。

从邓家院子后面上山，登上陡峭的石级，那是以前范家
山下山的道路，过去有的地方铺有石板，是一条交通要道。
沿途路边有许多红豆树，豌豆大小的鲜红果实挂满枝丫。
清风拂面，鸟语山林。半山腰有一截路是石壁上开凿的梯
步，一尺多宽，笔立着。往邓家岩山头走，一片缓坡上全是
黄栀子，树丛两米多高。可以想象，春夏开花时节，这片山
坡芬芳的花香多么馥郁。在栀子林中穿行，前面突然出现
一长段高大的石墙，那就是邓家岩山顶古寨。

古寨是邓家岩重要的景观，因远离主公路而人迹罕
至。古寨西边是邓家岩悬崖，我看到的那段陈旧石寨墙是
古寨的北边，长约30米、高3米多。从毁坏的缺口处攀上

去，寨内就是整个山顶，比较平坦，呈椭圆形，极像学校的运
动场。寨内地势比寨外高，空旷宁静，里面贫瘠的黄色沙壤
上也种着栀子树，与寨外一样枝干苍老。寨墙东边100米
长的石头已被撬毁，只留下3米多高的土埂。古寨西边，能
看到悬崖边有一长排香樟树，枝叶翠绿，树冠相连，如古寨
的一道屏障。

据居住在邓家岩的老人介绍，古寨东边中部原有一道
寨门，石柱石梁，门洞厚重，20世纪70年代初被毁。古寨

东边那一长排高大的石墙，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
初，要么被人抬去修晒谷房、建猪圈、砌水库堤坝，要么被附
近人家拆去修房子、砌堡坎，不规则的石头撬下来滚落在山
边，七零八落。雄伟的古寨，如今只剩下约五分之一的残
垣，但仍能看出原来的宏大规模。

古寨建于何时？是谁所建？没有留下石刻印迹。居住
在附近的老人，有说是宋代的、有说是明代的、也有说是清
代的，说法不一，但都同意是用来躲“老二”（土匪）的。那段
刀光剑影的遥远历史，只有残墙还在无声地述说。

离古寨北端约20米的山崖上，有一石洞，名为仙女
洞。传说，以前谁家办酒席缺少碗筷，事先到洞前烧香默祷
需要碗筷的数量，第二天就可用箩筐去挑回。一条很险的
小路通到洞口，洞不大，看起来只有六七米深，很隐蔽。如
今“仙女”已去，荒洞被人遗忘。

邓家岩下养生河上有座古老的石桥，叫“一人桥”。当地
人说，该桥是清同治年间邓姓出资修建的。当年，邓家的女
儿嫁到南川丛林沟，女儿每次回娘家都遇涨水过不了河。于
是，邓姓家长便请匠师修建了这座平板石桥。因是独自出
资，便名“一人桥”，桥头有几户人家。

青山湖秀丽，邓家岩雄奇。如果到了青山湖，如果时间
充裕，可去攀登这座地形奇特的大岩，能欣赏到山、寨、塘、
院、河的美。

（作者单位：重庆万盛经开区教育局）

断头山崖邓家岩 □曾庆福

你知道木匠、石匠、篾匠，但是你知道“袋匠”吗

晏袋匠周袋匠传奇
□向伦友

在我们这里，会木工的叫木匠，打石头的叫石匠，编制篾活的叫篾匠……七
十二行行行都是匠。剃头的师傅不叫剃头匠，而叫“袋匠”，意思就是修理脑袋的
工匠。

最出名的要数晏袋匠和周袋匠，这两人各占据了一条街的一头。七曜山堡子街是一条
独街，南北朝向，两边房子低矮，典型的土家吊脚楼。街头和街尾各有一个大门，大门上各
写一副对联：“管鲍分金传千古，人杰地灵迎四方；交友交心结知己，让金让利识人心。”一到
晚上12点过后，两头大门一关，街上就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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