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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
萧公是谁？

■ 邱硕

蜀地在古代历史上有过很多次大规
模的移民，最大的一次移民活动发生在
明末清初，大量人口从湖广等地迁入四
川，乐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地区。乐山
城中修建起陕西、广东、浙江、福建、江
西、重庆等移民会馆。这些会馆集中了
同乡巨大的人才物力，大都修得宏伟华
丽，移民群体在其中从事祀神、议事、聚
会、接待、备考等各项活动。郭沫若在
《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中说：

“这些移民在那儿各个的构成自己
的集团，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
独特的会馆，不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
年，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破，特别
是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

会馆公所在保留原籍文化特色、凝
聚群体感情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与此同时，会馆对于移民群体
融入新家乡、接受新的地方认同也发挥
了很大影响。

清代乐山城东南角会江门内，伫立
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庙宇，往来的水手和
客商们，都要上岸到庙里拜拜，祈求平
安，有时还顺便在庙里看一出戏，解解
长途奔波的枯燥和疲乏。这座庙就是
乐山城鼎鼎大名的江西会馆——萧公
庙。嘉庆《乐山县志》记载：“万寿宫，在
会江门内，祀许真君、萧公，江西省客民
建。”全国各地江西会馆的一般都叫“万
寿宫”，因为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缘故，
蜀地的万寿宫特别多，多建于移民高峰
时的乾隆年间。但清代乐山城的万寿
宫却以“萧公庙”之名广为人知，且历史
不止起于清代。

万历《嘉定州志》记载：“萧公庙，会
江门内，永乐十二年建，节次重修，今颇
壮固。”可见，萧公庙是明代永乐十二年
（1414年）修建的，经过历代的重修巩
固，到万历年间，整座庙宇已经非常雄
伟坚固。这个萧公是谁呢？乐山民间

的说法和文史学界的看法有分歧。民
间传说，萧公名叫萧三哲，是一位出身
本地船工世家的江湖好汉，号称“水中
蛟龙”，在三江中顶波踏浪几十年，救下
不少遇险的人和船。有人根据邻县曾
在“官衙门外”建有萧曹祠或萧公祠，推
断乐山的萧公是西汉丞相、后来的狱吏
之神——萧何。唐长寿等人则认为萧
公是江西水神萧伯轩。笔者认为萧伯
轩之说大致不差，但萧公非萧伯轩一
人，而应为萧伯轩、萧祥叔、萧天任祖孙
之三位一体。

撰写于宣德十年（1435年）的《新干
萧侯庙碑记》记述了江西新干县大洋洲
萧氏祖孙三代的事迹。萧伯轩是南宋
末年开封的世家子弟，迁到多水的江西
新干居住，平时喜欢做善事，晚年的时
候能未卜先知，死后成为水神。萧伯轩
的儿子萧祥叔，能保护舟船不倾覆，元
末被朝廷敕封。萧祥叔的儿子萧天任，
也是天赋异禀的先知，去世后也成为水
神，被封为英佑侯。《三教源流搜神大
全》卷7也记载了萧氏祖孙的事迹，其中
说萧伯轩长得“龙眉蛟发，美髭髯，面如
童”，还说萧伯轩和萧祥叔在元代时就
已经合祀。总而言之，萧氏三世，历经
元、明朝廷的敕封，代为水神。明代全
国各地不断修建萧公庙，萧公乃萧氏祖
孙之三位一体。乐山城“利害皆在水”，
因此在三江汇流的会江门修建萧公庙
便顺理成章。

那萧公庙有没有可能从一开始就
是江西移民所建呢？是有可能的。江
西人从元末明初就开始向西南地区流
动，洪武年间有著名的“江西填湖广”，
江西人在湖广并未停下脚步，继续西行
到达云贵川等地。四川地区经过宋元
战乱、元末兵燹，人口大量丧失，明初朝
廷鼓励各省军民入川，其中就有这些千
里迢迢而来的江西人。流寓的江西人
大多以经商为业，入川之后很有可能到
达商贸发达的嘉定州，让江西的萧氏信

仰落地。然而，即便如此，当时嘉州萧
公庙大概也不会冠以江西会馆的名称，
因为会馆、公所是明朝万历年间（16世
纪末）才盛行的。

等到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后，又有大
批具有江西客民血统的湖广人到嘉定，
还有不少江西当地人迁到嘉定。当这
些长途颠沛的江西后人和江西人看到
萧公庙的一刹那，他们心中该掀起怎样
的巨澜啊：我们故乡的萧公居然端坐在
千里之外的一座庙宇中！此地不留，更
往何处去？接下来的考察，更让这些以
商贸为生的移民欣喜若狂：萧公庙坐落
的较场坝、会江门一带就是嘉定的水上
门户，水路贸易的最佳市场！于是，他
们以萧公庙为据点，落户造屋，开张经
营，并筹资把萧公庙修整为乐山城最壮
观最宏伟的会馆。从此，他们安心在这
里祭祀朝拜、洽谈交流、议事解讼、济危
扶难、娱乐休闲，慢慢地融入乐山的城
市生活。

萧公庙因为戏台壮观，场地宏阔，
所以也成为乐山城庙会看戏的一个中
心，也成了人员混杂的是非之地。1909
年，嘉定中学学生和驻王爷庙的绿营兵
在萧公庙发生了一场斗殴，学生闹起风
潮，中学生郭沫若因此被开除。两年
后，“嘉定保路同志会”在萧公庙成立，
加入推翻清朝的四川保路运动。

1939年8月19日，萧公庙中“新又
新”戏班正在演出川剧，日本飞机突袭
轰炸，萧公庙一带顿成火海。当时台上
的演员和看戏的观众大都被当场炸死、
烧死。侥幸逃出的乐山县男中学生周
开明，在安澜门下河边晕过去，苏醒后
回头一看，萧公庙正在大火中垮塌。

如今，萧公庙已经不在了，但它所
在的这块形如凤嘴的滨江码头还延续
着明清时的“肖公嘴”之名，保留了为乐
山城市史做出贡献的江西移民的痕
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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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搜索与乐山相关的歌曲或MV，不少都
与蟹子有关。《欢喜茶楼》《早安乐山》《回到这里》《银
河电影院》《好吃夹江》……蟹子写乐山的春夏秋冬，
写乐山的美食美景美人，写乐山人的安逸生活，把乐
山变成了一首首歌。

这些歌曲既有国语，也有粤语，有儿童歌谣，甚至
还有说唱，其中不少作品加入了市井吆喝、川剧唱腔、
民谣等元素，风格形式多样，受到乐山人的喜爱。

“用歌声回溯十年，用爱拾起八零后生活的点
滴”，2016 年，蟹子发行个人创作专辑《LOVE 拾
年》，收录十首单曲，对他在音乐路上的十年进行了
阶段性总结。在他看来，成年后的第一个十年，最重
要的关键词就是“爱”。这个“爱”包括，对香港、广
州、乐山三座城市的爱，对爱人的爱，对朋友的爱，以
及对音乐的爱。

对记者而言，从听说蟹子到准备采访，再到见
面，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但坐下的那一刻，却像一
场老友间的谈话——谈年少轻狂，你依旧能在30多
岁的蟹子身上看到18岁少年的拼劲与张扬；谈人生
理想，蟹子的话语里有经历过挫折却依旧保持初心
的坚韧与执着；谈音乐理念，已经取得不少成功的他
还在不断尝试和挑战……

蟹子本名谢浅意，知名音乐制作人，中国音乐家协会吉他学会会员、四川省

音乐家协会会员、乐山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乐山广播电视台音乐总监、四川乐

意娱乐有限公司CEO。曾为韩磊、吉克隽逸等众多歌手以及单位、学校、媒体、影

视剧创作音乐，参与策划“峨眉山佛光花海”等大型音乐节，并担任“超级女生”

“中国好声音”等歌唱比赛评委。

2012 年，创作央视少儿频道播出的动画片《花精灵战队》主题曲；2016 年，发

行个人创作专辑《LOVE拾年》；2017年，创作全国检察机关形象宣传歌曲《公正之

路》；2018 年，创作全国公益禁毒歌曲《点亮火把》，同年，创作的歌曲《幸福哪里

来》获得市政府“郭沫若文艺奖”，本人被评为乐山首届文联“推优工程优秀艺术

家”；2020年，创作乐山大佛景区旅游形象歌曲《佛语·守望彼岸》，同年，创作的金

口河区脱贫攻坚歌曲《初心》获市脱贫攻坚题材优秀文艺作品评选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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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音乐创作经历吗？

蟹子：我是土生土长的乐山人，一直很喜欢音乐。2006
年到广州读大学，学习流行音乐编创制作。因为喜欢民谣，
组建了电子民谣组合“背背裤”，发行了《背背裤的星期天》
《孩子 快抓紧妈妈的手》等作品。2010年，创办广州贝贝酷
音乐有限公司，公司在广州城中村举办的群众文艺演出得到
《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等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后来我回到乐山发展，组建团队，先后成立音乐制作工
作室和从事电子乐器培训的“蟹子的店”，开设乐山首个集录
音、编曲、创作于一体的制作人课程，开办首个专门针对通俗
流行音乐演唱教学的课程班，积极挖掘本土歌手，培养编曲
人、演奏者，对外输送优质的本土音乐。

在此期间，我和我的团队先后为动画片《花精灵战队》创
作主题曲，为《中国红歌会》年度季军彝组合创作打造单曲
《没有缘分在一起》等，同时我还创作了《相约乐山》等城市形
象宣传曲，担任乐山本土话剧《爱情合约》音乐总监、微电影
《回到乐山》艺术总监。

记者：北上广等大城市的音乐市场潜力巨大，您当初为
什么会选择回到乐山？

蟹子：有两方面原因吧。一是虽然当时我在广州的事业
前景看好，但我的父母一直希望我回家乡看看，作为从乐山

走出去的孩子，我也认为乐山人杰地灵，钟灵毓秀，能够滋养
孕育艺术人才和艺术作品。二是当时的我受到抑郁症困扰，
虽然音乐能够给我力量，但很多时候还是提不起劲来，想借
回家的机会改变这一切。

回到家乡以后，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乐山的音乐之
路，任重而道远，所以最终选择把制作流行音乐和流行音乐
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从台前到幕后，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把在广州学到的经验带回家乡，创办属于乐山的流行音
乐基地。与此同时，在家乡这个熟悉的环境里，我重新认识
自己、认识音乐，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积极和抑郁症
对抗，最终成功走了出来。对我个人而言，回到故乡不仅治
愈了我的焦虑和疾病，也让我遇到了我的妻子，有了自己的
家庭。在“爱”和音乐的陪伴下，我更积极面对生活、追寻自
己的理想。我很感谢这样一段经历，它让我能够在面对挫折
的时候依旧保持非常平稳的一个心态，学会了真实去面对各
种困境，不做作地表达个人的喜好感悟。现在，我也希望自
己的经历能够鼓舞和我有同样困扰的人，一定要积极面对生
活。

记者：很多人认为主旋律音乐与流行音乐不契合，您是
如何在作品中进行平衡的？

蟹子：我其实一度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但后来的事
实证明，我创作的《公正之路》《回到乐山》等作品让很多人受

到鼓舞，坚定了自己的职业信仰、理想追求，增强了对乐山这
片土地的热爱，这让我觉得，“主旋律”未必和流行音乐对
立。对创作者来说，需要注意“度”的把握。

今年9月首发的乐山大佛景区旅游形象歌曲《佛语·守望
彼岸》由我作曲，它是一首通俗流行歌曲和艺术歌曲相结合
的作品。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将一些看起来

“不搭”的跨界元素糅合到一起，比如前奏设计梵音元素，主
歌和副歌又有洒脱和澎湃的旋律，末尾融入嘉阳河派的川剧
唱腔。这首歌曲上线后的播放量可观，得到业内人士的认
可。

音乐元素的跨界融合，恰恰证明了音乐的包容性，让大
家看到“主旋律”和流行音乐“不打架”的可能性，这比音乐作
品单纯依靠“流行”取悦别人更有挑战和意义。我也希望更
多人看到音乐的包容性和可能性，积极参与文艺事业，把心
中真诚的情感传达给大众。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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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心梅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记者日前从市文化艺术
研究所获悉，为迎接即将在我市召开的中国孔庙
大会暨23届孔庙保护协会年会，该所组织全所16
名职员分赴我市各县（市、区）搜集整理资料，历时
一个半月圆满完成了《棂星——嘉州文庙史话》一
书的编纂工作。目前，该书已交付印刷，将在孔庙
大会上精彩亮相。

《棂星——嘉州文庙史话》15万字左右，收录
图片100余幅，分为《龙脉·文脉》《源起·源流》《各
县·各庙》《记事·记忆》《贤人·哲人》五个章节，图
文并茂地记述了嘉州文庙的发展历史和独特人文
内涵，并将与文庙息息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徐徐展
开。

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根，在其滋养发散之
下，儒家文化与佛学、道学、文学、经学等其他
文化相互吸纳、兼容并蓄、融合发展。此次《棂
星——嘉州文庙史话》的编撰，也将苏东坡、郭
沫若等曾经在乐山文化发展史中闪耀的人物
收录其中。

近年来，我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积极保护和修
葺文庙，同时组织专家学者就其历史、文化、社会、
文旅融合、保护利用等方面开展学术研究。《棂星
——嘉州文庙史话》的编纂，就是希望用通俗易懂
的文字，带领市民、游客读懂嘉州文庙，进一步增
加乐山旅游的文化含量，助推乐山文化与旅游融
合发展，实现文化传承创新。

讲述嘉州文庙的
前世今生
《棂星——嘉州文庙史话》将亮相孔庙大会

蟹子个人专辑

蟹子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