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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往事·寻踪》征文启事

江津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有着1800多年的建制史。江津是中国长寿之乡，重庆市第一个历史文化
名城，是中华诗词城市和中国楹联文化城市。聂荣臻元帅生于此，陈独秀先生逝于斯。为挖掘江津历史

人文，《重庆晨报》副刊部与江津区作家协会联合举办“江津往事·寻踪”征文活动。征文如下：
一、作者:作者不限，江津区内外作者均可投稿；

二、内容:主要反映江津的前尘往事。文史、党史、正史、津城秘史；奇事、趣事、怪事、佚事，鼎
山故事，包括地名来历、历史轶事、人物奇闻、人文景观、民间趣事、山珍美味等；

三、主题:必须正能量，向上、向善、向好、向美；
四、内容:有据有因，拒绝胡编乱造。凡江津百姓耳熟能详之旧事如“莲花石爱

情”爱情故事等，要写即要有新内容、新发现。老故事新角度、新写法，不得抄袭，不
得侵犯他人权利；

五、写法:写法上注重“寻访”，要有现场感；
六、字数:每篇1200～4000字，若有珍贵照片可以配图；
七、在《重庆晨报》副刊和其他报刊择优发表，刊发稿件均配活动专用题花。征文结束后集辑

出版，均给薄酬；
八、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止；

九、投稿邮箱：912529179@qq.com 17708332565@163.com
欢迎来稿，欢迎参与！

《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江津区作家协会

一次，我看川江号子实景演出，激越高亢的音乐
声中，桡胡子（川江船工俗称）们一出场，领头的便高
呼：“开——船——啰——”其实，真实情景是不喊“开
船”的，有“破船”之讳，都称“开头”。船真的开头时，
也只喊“退档号子”——两边都停着船，要退着出去，
此为退档，是杂号类的一种。

各行各业都有行话，也称暗语，不想让外人知
其义。桡胡子的行话也许并不是为了保密，因行业

忌讳，担心言语是不吉之兆，说得隐晦：“打烂”
说“打劈”；不能喊“船老板”，意为去水里“捞
板”，要喊“船主”；船“到”码头叫“扰”码头，“到”与

“倒”同音。
因此，桡胡子造了很多词。打伞叫“撑花儿”，不然

预示船撞石而散（伞），不得了。过去伞面用油纸敷做，
竹篾条当骨架并刷红漆，撑开像花开一样。多形象的
词呀！旧时，岸上的人也喊打伞为“撑花儿”。

筷子为箸，两千多年前出现时就这么叫了。船不
能住（箸），要反起说“快”，又因是竹子做的，渐渐成了

“筷子”。
桡胡子还把“翻”说成“张面”——张开一面；“倒”

说“倾”——倾盆大雨；“打水”说“扯水”——桶鋬上系
绳子从井中、河里扯；“沉”说“蔫”——淹……

桡胡子会造词，造的词有趣，连岸上的人都在用。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开船叫开船叫““开头开头””，，打伞叫打伞叫““撑花儿撑花儿””…………

桡胡子行船趣事多桡胡子行船趣事多 □□陶灵陶灵

1泥泞路文学社成立
1984年冬季的一天，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江津

区，下同）青年诗人杨光伟（笔名杨广为）到德感坝看望
比他小两岁的欢镜听。农村青年欢镜听送别杨光伟，
在德感火车站的一间小饭店里，两人一边吃着酸菜肉
丝面一边畅谈文学。忽然，欢镜听提出一个建议：“我
来牵头，团结几个文朋诗友成立一家民间文学社团，取
名泥泞路文学社，如何？”

那个年代，当一个文学青年是很多人的向往和追
求，杨光伟欣然同意。

1985年春天，在江津县洞塘乡某学校担任副校长的
青年诗人吕平、在广兴乡文化站担任站长的庞国翔、在
江津县人造板厂当财务副股长的黎强、在重庆教育学院
进修的女大学生李锡琴，陆续加入泥泞路文学社。六人
骨干社员团队就此成型。

经过大家商议，大家推举发起人欢镜听为首任泥
泞路文学社社长兼会刊《泥泞路》主编，杨光伟任副社
长兼副主编。一年后，增补黎强为副主编。刊名《泥
泞路》由四川柴油机厂职工子弟学校教师李全彬题
写。由于交通不便，最初泥泞路文学社坚持每季度开
展一次活动。一年多后，由于会员们分散在江津各
地，最远的有50多公里，改为半年一次，但他们那份热
爱文学的心却从没有冷却过。在大家相互勉励、鼓
励、激励下，泥泞路文学社的每个人都交出了满意的
答卷，甚至影响越来越大，陆续成为江津县、重庆市的
文学社团典型，先进事迹陆续在江津县广播站、《重庆
日报》《四川日报》等媒体上报道。

1986年，重庆市文联第一次以人民团体的名义邀
请重庆市下辖的九区十二县的文化局长、文化馆长到
江津召开文化工作现场交流会，泥泞路文学社作为先
进社团受到表彰。欢镜听和杨光伟以先进代表身份
出席会议。其间，欢镜听作了大会发言。

1987年，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文联联合在沙坪
坝区文化馆召开全市先进文学社团经验交流会，在各
区县受邀的典型文学社团中，江津县只有泥泞路文学
社一家，这给予了文学社成员莫大的鼓舞。

1987年下半年，在江津县文化局的举荐下，共青
团江津县委授予欢镜听“首届江津县十佳优秀青年”
称号，推举他为江津县第九届政协委员。此后，欢镜
听连续当选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年初，
重庆市江津区召开两会，欢镜听提交的提案《关于设
立江津区文学艺术专项奖励基金的建议》，深受瞩
目。该提案以“政协委员重点提案”的名义上报到江
津区委常委会，最后决定从2008年开始颁发第一届
江津区文艺奖，从而结束了江津文艺界没有财政专项
奖励经费的历史。

话题回到1987年。这年，经共青团重庆市委和

重庆市青年联合会的举荐，欢镜听出现在重庆电视台
制作的专题片《1988：献给年轻的朋友们》中。该片先
在重庆电视台播出，继而又在中央电视台“九州方圆”
栏目播出。

遗憾的是，到了1989年，因众社员分散，文学社
停止活动。

2文学梦越开越绚烂
时光流转，2003年8月10日，中共江津市委宣传

部、江津市文体局、江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江津市
作家协会在江津举办“欢镜听作品研讨会”。会议期
间，对泥泞路文学社给予了高度评价。从1984年到
1989年，泥泞路文学社开展的各项活动撑起了江津文
学界的半边天，李锡琴、黎强、吕平、庞国翔、杨光伟、欢
镜听等人的文学作品相继在四川《星星》、北京《儿童文
学》、上海《少年文艺》、深圳《特区文学》等文学期刊上
发表，引领着那个时期江津文学界的时代风潮。

多年后，给《泥泞路》题写刊名的李全彬离开了四
川柴油机厂职工子弟学校，在重庆大学以教授身份退
休。吕平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江津区
委员会秘书长、二级巡视员。杨光伟曾任中共重庆市
江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江津日报》社社长、江津区
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庞国翔出版多种著作，成为江津
的党史专家、文史作家、民俗文化专家，曾当选重庆市

江津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兼江津区作家协会主
席，出版歌词集《爱在心底流淌》《爱的音符生动点
缀》。其代表作《老家在中国》曾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
道播出，成为美国北美电视台每年华人春晚的压轴节
目，并为港珠澳大桥创作金曲《海上金桥》。日前，他
又连续当选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

李锡琴以中学高级教师的身份向全国各高校输送
了一届又一届学子，执教之余，她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
深受小读者的欢迎。在刚刚成立的江津区评论家协会
上，全票当选会长。

2013年12月，由重庆市作家协会编纂、西南师范
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重庆市志·文学志》，收录
1940年至2010年间重庆籍作家（含客居重庆的著名
作家）的作品，其中欢镜听公开出版发行和获奖书目
也在其中。

2015年5月，由重庆市江津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纂、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江津县志
（1986 至 1992）》一书中，介绍了1985年至1992年间
发生在原四川省江津县各界的重要事件及主要人物，
其中对泥泞路文学社及其影响有专文介绍。

在江津文学发展的路上，泥泞路文学社曾经参与
过、陪伴过。对于文学社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春夏秋
冬，文学梦永远都在心中，越开越绚烂。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曾经小
有名气的民间文学社团，叫“四川省
江津县泥泞路文学社”，其骨干社员

有五男一女，他们是来自江津四面八方的李锡
琴、黎强、吕平、庞国翔、杨光伟和欢镜听。在
这里，他们开启了自己的文学梦。

当年“泥泞路”上的6个青葱少年，现在都已成了退休的“老同志”。庞然 摄

40年前的“泥泞路文学社”
6个江津青年的文学梦

□欢镜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