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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良港 船工聚集
重庆千厮门建于明代初期，1930年拆除，存在约560

年。清代光绪年间张云轩刊刻的《重庆府志全图》，给我们留
下关于它的大量信息。从这张地图上看，千厮门是一座开门，
拥有瓮城，题有“千厮巩固”四字，正门题有“千斯门”三字，而
非千厮门。它的东侧是水西门，属于闭门；西侧是水码头、大
码头。城门外临江建有老关庙、小河公所。进入城门朝东方
向为顺城街，经过炮台巷与朝天门衔接，互为防卫犄角。

千厮门之名取自《诗经·小雅·甫田》：“乃求千斯仓，乃
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那是一篇求丰收的祈祷
词，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快快筑起谷屯千座，快快造好
车马万辆。把收获的谷物全都装上，农夫们庆贺丰收。

“千斯”二字到了近现代怎么变成了“千厮”？笔者觉得
是形容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厮，在古代汉语指仆从，指互
相，指轻视别人的称呼。《史记卷六九·苏秦传》：“厮徒十万，
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一管之见，仅供参考。

千厮门距城中心较近，嘉陵江常年水流平稳，十分适合
船只停靠装卸货物，在重庆因水运而快速发展的年代，这里
除水码头、大码头外，还有贺家码头、当归码头、山坡码头，
都是泊船良港。

千厮门位于嘉陵江畔，早年人们习称长江为大河，嘉陵
江为小河。到1877年，形成三大航运帮派。以朝天门为
界，长江上游的船帮称上河帮，长江下游的船帮称下河帮，
嘉陵江为小河帮。

木船每隔一段时间需要维修，据《四川内河航运志》记
载，1930年左右，重庆修造木船的水木工人约2000人。这
些水木工，不少人在千厮门搭棚居住，便于承接业务。

那时，小河顺城街的旅店客满，茶馆人满为患，饭馆高
朋满座，酒馆人声鼎沸。出售蔬菜水果的小商贩，摊点密密
麻麻，从街上摆设到趸船边。川剧草台班子的锣鼓声，从上
午响到深夜。老市民回忆说：“满街都是人，走路都打挤。”

l926年6月，卢作孚发起成立民生轮船公司，开始经营
重庆到合川的嘉陵江客运货运，其办事处和售票处设在小
河顺城街。其他几家轮船公司，包括外商轮船公司，也设立
了办事处或售票处。千厮门码头停靠了好几个客运趸船，
供客轮停靠载客。从此，千厮门又成为旅客集散地，南来北
往的旅客，扶老携幼背包拿伞，来来往往过上过下。

抗战时期长江中下游失守，航线缩短。国民政府交通
部将嘉陵江纳入航运重点，开通重庆经合川、南充、阆中、苍
溪到广元的航线。千厮门码头区延长一公里，增设趸船，加

设浮船，安装照明及救生设备，修建装卸平台。各轮船公司
都扩大了仓储设施，小河顺城街两旁库房林立。千厮门进
入鼎盛期，书写过辉煌的篇章。

作家老舍、梁实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他们
从北碚乘轮船来往重庆，都是在千厮门码头上下船，并在街
上雇滑竿进城。他们所说的街，想来就是千厮门顺城街。

棉货交易 日进万金
晚清以来，棉货业一直是重庆最重要的商业行当，主营

棉花、棉纱、棉布，而运送棉货的木船按行帮规定，必须停靠
千厮门码头。

据《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记载，湖广商人“数
千里运花（棉花）赴渝”，每天输入重庆的棉花就有“四五万
包不等”。每包棉花200斤，一天就有8万到10万斤，每年
至少有3000万斤。天天都有如此多的棉花运到千厮门，江
面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木船，数以百计，船挨船停靠。船多排
队卸货不及，只得从码头扯出多条铁链，俗称“飞揽子”，系
住外围的船只。码头边一条船卸空，必须马上驶离到别处
去，腾出位置让另一条船卸货。这么多的棉货蜂拥而至，大
小行商都日进斗金，赚得盆满钵满。

为便于交易，棉货行帮就近在千厮门坡上一带开店经
营，久而久之形成规模，棉花街因此得名。批发市场设在棉
花街棉花同业公会附近茶馆及各花行内，棉花街茶馆是商
人了解行情和接洽交易之处。

依赖千厮门码头的交易主体，由匹头字号、绸布店、棉
布摊贩、经纪人、水客组成。

匹头字号是实力强大的坐商，如“兴盛昌”“大隆号”
“义聚恒”“同利号”等，有门面有库房，甚至自办作坊加工
布匹。匹头字号做生意，在批发上普遍给予下家“加一放
尺”的优惠，即买一尺布加送一寸。进货有专任采购员，
常年派驻宜昌、汉口、上海及江浙等地，遇有新品种争先
抢购，及早占领市场。绸布店属于零售商，非常注意拉拢
顾客，烟茶免费，买不买都和气接待。棉布摊贩无铺面，
摆摊经营，劳苦大众囊中羞涩，不愿进店铺，多在摊贩处
买布做衣服。经纪人就是掮客，自己无本钱，靠替人推销
赚取佣金。他们多坐在茶馆里，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买

家。水客指外地买家，
他们坐船来重庆进货，走水路。

棉纱交易也越来越大，早期主要从英国进
口，称为洋纱。重庆棉纱销售的区域，是织布业较发达
的地区，以成都销量为最多。同时，重庆棉纱又从成都扩散到
川西各县，如三台、中江、绵阳、德阳等地。战时因上海“申
新”、武汉“裕华”、河南“豫丰”等纱厂迁渝，1942年生产纱、布
19万匹，进口减少。

棉布交易，早期为四川隆昌、荣昌一带的土布、夏布，开埠
后从英国进口洋布。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记载：“乡村妇
女多纺棉花，机房零收，织布曰大布，然业之者少，供不给求。”
说的是手工织布产量远不如机器织布，最终被时代淘汰。

总之，重庆近现代的棉货交易，离不开千厮门。

水质优良 故事多多
重庆两江环抱，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是山城，用水问题

长期困扰本埠居民。早年除大户人家拥有水井外，广大居
民无水可取，日常开支必须包括买水钱。嘉陵江水质优于
长江，是主要取水点。

挑水工到长江或嘉陵江边去挑水，爬坡上坎很费力，力
资不菲，在清末时，每担水的水价约等于三碗小面或六个锅
盔。相当长一个时期，挑水工在本埠是正儿二八经的职
业。国画大师徐悲鸿所作《巴人汲水图》，描绘的就是抗战
期间挑水工送水的场景。1929年重庆建市后，千厮门行街
修建起整齐的石阶梯，算是当时比较好的一条通道，挑水工
络绎不绝。

千厮门东面城墙外的石壁下，背靠水西门处，建有一座
土地祠。川江滩多浪急，年年都有翻船沉船事故。因此，除
川主生辰外，但逢正月十五上元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
十五下元节，船帮首领要率众来此祭拜神祇。祭拜时，必宰
杀雄鸡，并用鸡血将鸡毛粘贴在城墙上。平日里，即将远航
的船工也要来此烧几炷香，祈求航行顺利。

20世纪60年代，长航公司准备在千厮门码头修建客
运缆车道，直通沧白路。坡道建成，还铺上了枕木和铁轨，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停工，未见使用。20世纪80年代，为方
便市日杂公司进货，从千厮门修筑起盘山公路，旧城改造时
与沧白路相连。1996年朝千隧道通车，嘉陵江畔修建起高
架公路，更名为朝千路。千厮门码头因货运停止，由交运集
团改为游船码头，继续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重庆史政协文史研究会 本文照片由作者
提供）

“小螺号滴滴滴吹/海鸥听了展翅飞/小螺号滴滴滴吹/
浪花听了笑微微……”这首大家耳熟能详如百灵鸟鸣唱的
儿歌，曾勾起我对海螺、对大海无穷的想象。

渝南万盛有个地方叫石海螺，早就听说那里有块海螺形状
的石头吹得响。那岩壁和岩下山土中本有许多石灰石巉岩，矗
立的岩石像虎、牛、象、兔、龟、鱼等动物，酷似海螺的石头不多，
能吹得响的仅岩边的一块。前不久，在当地人带领下，走过山
花烂漫的山坡，我们分开岩下一人多高的茂密水竹丛，找到那
块石海螺，亲自吹了一阵，最终吹响了。带路的老人说：“以前
板辽坝的人到石头下边挖土，都爱用嘴对着那直径1厘米的圆
孔吹一吹。吹的时候必须鼓足很大的劲，才能让石孔里面的
空间发出沉闷的‘呜呜呜’共鸣，像大海的滚滚浪潮。”如果山
上刮4级以上的大风，石孔里也能发出天然的“滴滴答滴滴
答”乐音，与管风琴、管乐器的发声原理一样，幽远而空灵。

石海螺所处的山头叫大猫岩，旁边比它稍小的山头叫
小猫岩。这里的“猫”不是猫头鹰或野猫，而是指老鹰，当地
人称“岩鹰”。以前栖息在岩上的老鹰成群，树上有鹰巢。
因老鹰多，板辽坝的老鼠和蛇越来越少，鹰被看成是当地的
守护神。大猫岩山头位于万盛青年镇板辽村与石林镇星台
村交界的山脊，海拔945米，高耸险峻。两面坡陡，山顶厚
约4米、长约60米，然后两边倾斜向下形成山坳。小猫岩完
全属于板辽村，山上以松林为主。石海螺边以前有一棵两
人也不能合抱的青树，带路的老人介绍，20世纪70年代生
产队砍来做犁田、耙田的农具，那树就做了30多个犁把。

关于石海螺的得名，不仅仅是它吹得响。很久以前，板
辽坝大户人家有位蓝姓姑娘，不知怎么与星台桐子园住的
一位石姓穷青年好上了。这位青年的父母便找媒婆到板辽
坝蓝家说婚。板辽坝多数人家姓蓝，蓝姓姑娘的父母认为

板辽坝田多土肥，每年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远近的人都羡
慕这里生活富足，怎能把女儿嫁出板辽坝去受穷，便一口回
绝了。媒婆知道此地早就有句俗语叫“板辽坝的姑娘——
难（蓝）说”，就给青年出主意，让他天天在山顶用螺号对着
板辽坝吹，总会把姑娘吹到家。青年照此吩咐，悠扬的莺声
燕语最终把姑娘吹到了手。蓝家心里虽不满，也只好认
了。从此，板辽坝的人就叫这山头为石海螺。

20 世纪 80 年代前，板辽坝流传着歌谣：“石海螺吹得
响，响起来心头慌。哥哥你不要吹，妹妹的心已飞……”土
地承包下户后，有的男子在那里劳动歇气时，也去吹着好
玩，于是人们打趣说：“石海螺滴滴响，板辽坝都在望。大叔
你不要吹，大婶已上山追……”

石海螺，可以吹响的石头，如今还在崖边与风为伍，似
述如初。 （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教育局）

白雪如银千厮门白雪如银千厮门
大商家做生意要讲诚信大商家做生意要讲诚信

批发给下家要批发给下家要““加一放尺加一放尺””
□□杨耀健杨耀健

重庆民谣唱道重庆民谣唱道：：““千厮门千厮门，，花包子花包子，，白雪如银白雪如银。。””
说的是它的经济作用和地位说的是它的经济作用和地位。。所谓的花包子是什所谓的花包子是什
么呢么呢？？是棉货是棉货。。棉花是白色的棉花是白色的，，如雪花一般如雪花一般，，早年早年
很值钱很值钱，，故有此民谣形容故有此民谣形容。。

能吹得响的石海螺能吹得响的石海螺
□□曾庆福曾庆福

抗战时期的棉花街

1944年俯瞰千厮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