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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从细部进入历史　

　序　从细部进入历史
◎四川省作协主席　阿来

这是一本关于成都生活记忆的书。

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本有关已然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成都日常生活的

书。

人类有一个长处，就是可以在记忆中保留对那些消逝事物与社会场

景的记忆，以保持文化与道德的连续性。人类同时也有一个短处，拥有

记忆能力，却又偏偏在不知不觉中选择遗忘。对于已然消逝和行将消逝

的事物与社会生活场景的记录，正是人类对抗遗忘的一种古老方式。李

白诗：“却顾所来径，苍茫横翠微。”说的正是人回望走过的道路时生发

的悠远的感慨。

这本书由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主持编撰，基本的动机，

就是记录与回忆。记录与回忆正在时光隧道深处渐渐离我们远去的那些事

与物。当这些记录集中凝聚一个城市的生活时，便构成这个城市的历史记

忆。是我们曾经的活生生的生活，是我们刚刚告别不久，余温犹在的生活。

自人类进入科技时代以来，时代列车陡然加速，新事物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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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如此剧变的情形之下，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投

入对新生活与新事物的适应与操控，而关于历史，关于记忆更容易被疏

忽，记忆的重要性本身也更容易被疏忽，被遗忘。基于此，省政协文史

学习委的同人们，商定以此书作为开始，来启动一项关于记忆，关于历

史的连续性的工作。希望这本书，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有心的读者或许可以发现，这本书的着眼点，与各级政协长期以来

编撰出版的 “文史资料”有所不同。如果说，“政协文史资料”更着重于

政治与经济方面重要事件的记录与还原，那么我们以本书开始进行的记

忆打捞，则更注重跟普通人经历密切相关的那些生活场景与日常生活中

那些事物的呈现与还原。

研究一个时代，研究一个地方，从政经方面的重要事件入手，自然是

非常重要的路径。同样，研究一个时代，研究一个地方，从一些特定的事

物入手，从一些特定的公众生活场景入手，保持与还原的是鲜活生动的时

代气息，也是为历史存真的一种重要方法。只有这两种方式齐头并进，才

是保存集体记忆的更可靠、更有价值、更为人本主义的方法。

以政经为主线建构历史是一种方法，以事物与场景的细节为重要的

支撑点，同样是一种建构鲜活历史的重要方法。

四川省政协文史委全体同人，希望以本书为始，开始一项记录四川

方方面面历史的系统工程，除了我们专心致志来钩沉与打捞，搜求与记

录，也希望，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加入到我们这项工作中来。

让我们共同以这种方式记录四川，记录四川在一个伟大的剧变的时

代，所经历的种种变迁。

我们的宗旨是：为过往的历史存真，为消逝的生活留影。

２０１４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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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推杯换盏　

　闲话 “天主堂鸡片”
◎段国治

最初知道 “天主堂鸡片”时还在读小学。１９６３年秋，崇庆县 （今崇

州市）在人民公园 （今罨画池公园）举办了一届物资交流会。那时刚度

过 “三年困难时期”不久，会期丰富的商品让从粮食匮乏年代走出来的

人们眼花缭乱，摊位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对当时十来岁的小孩儿来

说，交流会真正吸引我们的，就是公园门口那一排排小吃摊点：天主堂

鸡片、红鼻子米粉、石观音板鸭、元通油花、街子汤麻饼、怀远豆腐帘

子、冻糕、叶耳粑……好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美食一下子冒了出来，令

人十分兴奋。那几天下午放学，我们四五个同学都要绕道而行，专门到

公园门口的小吃摊前饱饱眼福。东瞧瞧，西看看，围着小吃摊久久不愿

离开。看见有人津津有味地品尝美食时，一个个 “眼睛都落在人家的碗

里头了”。末了离开，只能连同口水咽下一句狠话：“等二天长大挣了钱，

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统统吃个够！”

说起来也纳闷，其他小吃过去没有听说过也就罢了，而我家过去就

住在正东街 “天主堂”附近，从小就在那一带长大，咋个从来就没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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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或听说过 “天主堂”卖鸡肉的摊点。后来据老一辈讲，所谓 “天主堂

鸡片”是因创始人聂福轩在天主堂附近摆摊日久而得名，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年）间早已驰名。解放初期 “公私合营”，聂福轩连同他的 “天主

堂鸡片”一起并入了崇庆餐厅。那些年普通老百姓是进不起大餐厅的，

我们这些小孩儿没有听说过也就不足为奇了。老人们说，聂家的 “天主

堂鸡片”只选不足一年的肥嫩公鸡，杀、烫、剖、煮整个制作过程都别

有讲究。刀法自成路数，鸡片大张薄叶，调味独特，色、香、味、形俱

佳。据我家大伯父回忆，解放前他在正东街开裁缝铺的时候，聂家鸡肉

摊的生意就好得很，每天一二十只鸡很早就会卖完。县城里的酒店、餐

厅宴客，都要派人前来购一盘鸡片作主菜。当年川军２４军退守西康，军

长兼省主席刘文辉常驻西康省会雅安，崇庆县人唐湘帆在该处工作，与

刘有私交往来。他每次宴请刘氏，都要派专人回崇庆县购 “天主堂鸡

片”，以示尊敬。那时候，作为名小吃的 “天主堂鸡片”，早已名声在外。

１９６３年的那届物交会后，“天主堂鸡片”重新提升了名气。１９７２年，

人民公园一侧的饮食三店改为鸡肉门市，主营 “天主堂鸡片”。时值 “文

革”期间，天主堂已作为 “封资修”产物取缔，鸡片也回避了 “天主堂”

三字，将其更名为 “崇庆鸡片”。根据 “天主堂鸡片”的选料、火候、刀

工、调味、装盘、堆样等整理的菜谱，均以 “崇庆鸡片”之名入典 《四

川菜谱》。改革开放后的１９８２年，鸡肉门市迁至原大东街口，遂恢复

“天主堂鸡片”菜名，两年后正式命名为 “天主堂鸡肉店”。那时我已经

从插队的农村返城，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鸡肉店，总会忍不住转过头看

看托盘里白嫩大张的鸡片。但终因囊中羞涩，一直未敢跨入店门。

１９８３年秋，妻子家在外工作多年的姑妈从贵州回来。沾她老人家的

光，终于有幸品尝到眼馋多年的 “天主堂鸡片”。那时的鸡肉店只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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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间门店，七十来个平方米，除去厨房和凉菜间，只能摆三四张大桌

子和几张小方桌。由于怕迟了没有座位，我们不到中午就提前去占了张

大圆桌。记得那天的菜十分丰富，仅以鸡为主料的就有清炖、红烧、炒

鸡杂、鸡血汤，还有鲜帘丝之类的地方特色菜，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

盘 “天主堂鸡片”。鸡片上桌时，并没有像其他凉菜那样将调料拌好，只

见盘中堆放整齐的鸡片上撒了些花椒面，淋上了特殊的调料和红油，上

面还有少许白糖，盘子周边隐约可见酱油之类的汁液。我曾问过凉菜间

的师傅，为什么不把鸡片拌好才上桌。师傅说，这就是 “天主堂鸡片”

装盘上的讲究：沿盘放入窝油，淋上各种调料，上桌后，食客可见大张

薄叶、新鲜细嫩的鸡片，自己拌匀调味即食，才能充分体会到与众不同

的色、香、味。果不其然，边拌边吃的鸡片红亮剔透，麻辣醇香，细嫩

入味，令人满口生津，食欲大增。一大家子个个都吃得十分满意，老姑

妈也连连点头：“那鸡片还是当年的味道。”

此后，有外地客人来崇，我一定带到鸡肉店撮上一顿，借此将本地

别具一格的 “天主堂鸡片”炫耀一番。１９９０年， “天主堂鸡片”获 “成

都名小吃”称号，成都及周边市县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因店小人

手少，每天都供不应求。迟来的人常常站在桌旁，等别人吃完赶紧占个

座位。再迟一点的，占了位子也没用———鸡肉卖完了。不少人乘兴而来，

扫兴而归，临走不忘丢下一句：“老子下回早点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饮食服务公司解体。原鸡肉店经理马龙图继

续经营天主堂鸡肉店，将其迁至大东街１７号，后又移至市郊滨河路晚渡

广场。原鸡肉店厨师张艳又在文庙街月儿池旁开一家天主堂鸡肉店。两

家店均师承正宗，继承了 “天主堂鸡片”的选料及操作工艺，使崇州这

一传统名小吃得以传承和发展，成为普通老百姓餐桌上的美味。原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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