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仁闸、大智闸、大勇闸……
每隔10余里，綦江河上就横跨着
一座大船闸，全程共有11座（包

括支流蒲河上的闸坝）。綦江境内有8
座。这些闸坝有效地疏通了綦江河航运，
使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物资运输的水上
生命线。

如今，这些抗战时期修建的船闸仍屹
立在綦江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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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时重庆，急需打通水上运输

要了解綦江河上的船闸，得先从抗日战争说起。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市区人口

从37万陡增至120万，物资供应极度紧张。
随着长江中下游等地陆续失守，充分调拨重庆周边

物资供应成为当务之急。然而重庆周边地形复杂，陆路
运输不便，打通水路成了头等大事。

随后，因为武汉沦陷，汉阳钢铁厂（后来的重庆钢铁
厂）迁至重庆大渡口，其所需燃料和铁矿原料均产自綦
江，都必须经綦江河用木船运送。特殊的地理和资源优
势，使綦江成为重庆市重要的资源基地和枢纽通道。

然而，以綦江赶水镇为起点的綦江河，河床狭窄，陡
坡流急，从赶水镇至綦江县城落差高达76米。“綦江之铁
矿，南桐之煤焦，均借水道运输以供钢铁厂冶炼之用，然
而綦江河上游滩顽、水恶，涨落无常，急需整治。”因此，
1938年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向政府提出报告，要求整治綦
江及支流。

1938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导淮委员会对綦江河进
行整治。

二
枯水期蓄水，可容重载木船通行

1938年8月，綦江大闸正式动工。初步整治即在綦
江河支流蒲河的石板滩、大场滩、桃花滩三处各建闸坝一
座，以保持最低水深1.2米；在綦河干流的盖石峒、羊蹄峒
两处也各建闸坝一座，保持最低水深1.5米，以保证全河
通航。

首座建好的大闸坝，就是石角镇大场滩“大仁闸”。
这座大闸坝闸室宽9米、长66米，一次可通行5吨木船12
只或15吨木船6只。现在，“大仁闸”仍保存完好。两岸
树木葱郁，时有白鹤飞过。大闸上游水流平缓开阔，下游
则是枯竭的石滩。河边草丛中，当年立下的竣工纪念碑
仍完好地保存在原地。

全长67.8公里的蒲河上建了大智、大仁、大勇三座船
闸。每座大闸坝面宽约3米，坝下则有长66米、宽约9米
的闸室。

大闸坝由一批优秀的水利工程师设计，其中就包括
当时刚从国外归来的水利专家张光斗。

三
闸坝建成后，航道得到极大改善

导淮委员会在綦江赶水、三江、五岔等地分别设立了4
处水文站和15处水位站，收集整理大量水文、气象资料并
进行设计后，导淮委员会按5座闸坝分设5个公务所，负责
施工事宜。5座闸坝的建设均由馥记营造厂承包。

据大仁船闸碑文记载，彼时参与大仁船闸修建的工
人达10万余人。由此可以想象到，当年大闸修建时河上
挑夫、泥匠、瓦工……往来运输，一派繁忙的景象。

1939年底，蒲河上3座闸坝建成通航；1940年初，綦
江河上2座闸坝完工。据《抗战綦江》记载，5座闸坝因为
兴建于抗战之时，所以分别以“智、仁、勇、信、严”为名，在
前面冠以“大”字，以崇尚前方将士之武德也。

在修建五座闸坝时，导淮委员会还先后对白木峡、桃
花滩、干坝子等28处浅滩进行整治。因此，5座闸坝建成
后，航道得到初步改善。

第一期工程完工后，全河通航的问题解决了。但枯
水季节水流甚小，货载稍重，仍难通行。因此二期工程预
计再建闸坝20座，以使水位提高，保持全河水深2米以
上，能让30吨以上的木船通行无阻。

1940年1月，导淮委员会开始设计綦江河干流中下
游的6座闸坝。与一期工程的闸坝相比，其闸室一律改为
净宽12米、长60米。开工之初，6座闸坝仍采取招商承办
的方式建坝。然而，据《抗战綦江》记载：“物价上涨，工款
不济，故剪刀口、桥溪口、车滩、五岔四处闸坝工程暂停，
只留石溪口、滑石子两处继续施工。”直到1945年，暂停
的4处闸坝才完工。

6座大闸修建不易，在二期工程期间，因水泥奇缺，严
重影响工程进展。适逢工程师王寿亭从印度考察回国，
他介绍了印度用土法制造的水泥——以黏土烧结成砖
坯，再磨成粉末（陶粉），再配以硝石灰，其能在一般水下
工程中替代“波德兰水泥”，故称“代水泥”。代水泥的制
造，对加快整治綦江河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多地纷
纷仿制。

按原计划，綦河上将修建20座大闸坝，拟取冯玉祥将
军“中华常胜利，民族庆复兴，道德本忠义，公理生和平”
一诗中的20个字来命名。于是，修建好的6座闸坝依次
命名为：石溪口大中闸、滑石子大华闸、剪刀口大常闸、桥
溪口大胜闸、车滩大利闸、五岔大民闸。

这20座闸坝最终没有完成。不过，屹立于綦江河上
的11座大闸，依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整治前的
枯水季节，蒲河只能通行载重1吨的小船：整治后，载
重10吨的木船终年畅通，成为抗战大后方钢铁基
地的生命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扒耙沟古寨，位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双坝村
南天门山顶上。

初春的午后，我们一行 5 人坐车前往扒耙沟古寨探
幽。途中遇上好几处坡陡路窄之地，我们不得不下车步
行，绕过几道山梁，便到了南天门山脚。

右侧，一幢背靠竹林的二层石房格外醒目。灰白的石
墙、青褐色条石连在一起，像一头坐虎守卫着南天门。同
行好友介绍，这是原茶场用房，建于20世纪70年代，生产
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还有牛舍猪圈，多年前被承包出去了。

一段“之”字形小径分布于密林，石板路又陡又窄，长
满青苔。往前走，忽闻水滴声，循声而望，见一股股细流
从石缝中渗出，顺着山沟往下流。呵！原来，扒耙沟源头
在这里。

仰视山顶，瞬间明白扒耙沟之“扒”字原意，要手脚并
用才能登上山顶，可见古寨地势险峻。通往扒耙沟古寨
的路越往上越陡，我们克服了腿酸脚软，一鼓作气到了寨
门外。一道方正寨门跃然眼前，上方繁体字“云门”清晰
可见，两侧门柱条石有凹凸状凿痕。一番测量，寨门长约
5米、宽1.8米、高3米。靠近寨门内侧各有一个栓门洞，外
圆内尖。城墙总体保存完好，就像镶嵌在山头上的一顶
青褐色桂冠。

进入寨内，林间树影斑驳，树下满是星星点点的扁竹
根花，幽深香远。走出遮天蔽日的树林，只见遍地的茶
树、荒草疯长着，和煦的阳光扑面而来。我们拨开茶树和
荒草，来到对面寨门“石门”。寨门为平拱形，成色、大小
与“云门”差不多，门外是悬崖，无路通往山下。

我们往下一个寨门进发，在茶树和荒草丛中穿行100
米左右，再过一道平拱寨门，转身一看，寨门上方刻有繁
体字“瀛山门”三字，左边刻有“白云深处”四字。“瀛”字引
起我们一番讨论，大家各执一词。我用手机查询，其基本
义为“小而静的淡水体”，如组词为瀛寰，则为地球水陆总
称，指全世界之意。此门取名“瀛山门”，再联想“白云深
处”的意境，前人可谓气魄宏大，大概是希望扒耙沟古寨
坐拥佳山好水，保境安民，兴旺发达。

远眺，对面有一座大山，海拔稍低。中间是青年镇毛
里村层层叠叠的梯田，如明镜弯月，熠熠生辉，柔丽多姿，
不时传来微耕机犁田的声响。好一幅绿水青山淡墨画，
好一张勃勃生机春光图。沿南天门山梁顺势向前，一条
蜿蜒进山的石板路和一道青褐色石梁关口清晰可见。同
行人介绍，关口叫“佛通关”，过去是一个税卡，寨门尚存，
石板路为“佛通关古道”。以往不通公路，山那边的人要
到关坝及贵州桐梓一带，古道是必经之路， 佛通关是必

经之关。沧海桑田，时代变迁，如今古道废弃，行人罕至。
回眸“瀛山门”三个字，虽历经风霜雨雪，但简朴有

力，意味深长。站在这里眺望苍茫大地，气象万千。前面
山下坐落着一派繁忙的重庆市煤电化产业园区，左面不
远是渝黔边城关坝镇，右面与佛通关古道一脉相承。我
们在此沐浴着春风，抚摸着古寨城墙，找寻历史遗迹，思
索时代变迁。古寨城墙历经多少岁月风霜，山顶却总体
保存完好，足见前人之匠心和智慧。

天地悠悠，往事如烟；岁月不饶，人生易老。面对苍
穹，我不禁自问还有几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之豪情和“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之壮志？纵览华夏
史，古今多少事，豪情何时缺？壮志怎能灭？我泱泱华夏
文明纵横驰骋，生生不息。

踏着古寨历史厚土，我们再奋力拨开疯长出新芽新
叶的茶树和荒草，来到最后一道寨门“保庆门”，据此推断
古寨成因多是抵御外来入侵，作保境安民之用。两侧刻
有杜甫《望岳》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大部分字
有些模糊不清了。

返程前，我们拿出相机拍照留影，春日暖阳透过泛绿
的树枝，洒在古寨门楣上，也洒进我们心里。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档案馆）

綦江河上11座船闸

抗战钢铁基地
水上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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