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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平安村有个
石把儿壶。石把儿壶，不是真正的壶，
而是一个庄院的名字，它的真名叫作
“十把壶”。一听这个名字，就是有故事
的，而且是很玄妙、很有意味的故事。

郭沫若书题“道远中学”
□张柏华

1 缘起 胡靖荣被人告了

事情发生在清朝晚期。
离吴滩场不远，有一户人家，叫胡家院子。叫胡家院

子，是因为这里居住着胡靖荣一大家族人。胡靖荣的祖辈
是填四川时，从江浙一带搬迁来的。后来逃难，离开了院
子。几十年后，再回来，家园居然没被破坏，于是安顿下来。

这天，胡靖荣提着烟袋，在院子里带儿子玩耍。
胡靖荣对10岁的儿子说：“门里进来一个活人，猜一

个字。”
儿子很聪颖，笑着说：“这太简单了，门里一个活字，

读‘阔’呗。”
胡靖荣哈哈大笑。这时，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门外是一个年逾五旬的老人，虽然一脸风尘仆仆，但

却掩不住的精明能干。老人进门后，并不理会院中的胡
靖荣，而是对着院子里里外外仔细看了个遍，还转了几个
圈，又前前后后打量屋里屋外的一切，最后点点头。

“你找谁？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早已按捺不住的
胡靖荣，对这个闯进门来又不懂礼节的陌生人质问道。

“你又是谁？你怎么会居住在这里？”来人也不客气，
反问胡靖荣。

胡靖荣有些生气，说：“这是胡家院子，我叫胡靖荣，
这里是我的家。”

“你是抢占了别人的家吧？”来人语气不善。
胡靖荣一听，怒火中烧，大声说道：“请你出去！”
胡家的人循声而出，还有家丁。来人见势不妙，悻悻

离去。
胡靖荣的一番好心情就这样被来人莫名其妙地给坏

了。更让胡靖荣心情不好的是，第二天有人到县衙门把
自己给告了。

胡靖荣被传唤到县衙门，一看，告自己状的人，正是
之前闯进家中的陌生人。

这个人叫张林隆。
张林隆陈述，院子是张林隆爷爷

小时候的家，因为逃难去了贵州桐梓，现今他回家却见鸠
占鹊巢，所以状告胡靖荣侵占他的家园。

2 证据 古井里有10把壶

胡靖荣一声冷笑，对县太爷说：“大人，这人分明是流
民，眼红我的家园，这话怎可相信？”

县太爷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问道：“张林隆，你说胡靖
荣住的院子，是你的家园，可有证据？”

张林隆说：“当然有，院子前面的那口古井就是证据。”
胡靖荣急切地说：“大人，他这是在说瞎话！古井就

在门外，谁都可以看得到！”停了一下，胡靖荣突然想起了
什么，接着补充道：“这古井就是证据，可以证明家园是我
的家。”

“古井可以证明？”县太爷一听说两家都要用古井来
做证，立刻有了办法，“现场找证据去！”

听说有人冒充胡家院子的主人，要霸占胡靖荣的家
园，又听说县太爷亲自到古井边断案，四邻都围聚过来看
热闹。

在胡家院子前10米处，有一口古井。
县太爷发话：“你们都说一说，这口古井怎么就是证据？”
张林隆迫不及待地说：“古井里有10把壶。是我爷

爷的父亲扔进去的。”
胡靖荣一听大惊失色，失声道：“怎么可能？这可是

我祖辈留下的秘密，你怎么知道？”
“怎么？难道你的祖辈也扔下了10把壶吗？”张林隆

冷笑一声。
胡靖荣点点头，却一时无话可说。
见此情景，县太爷心中有了数，问胡靖荣：“你的祖上

是做什么的？”
胡靖荣想也没想说：“是开烟馆的，铜壶是水烟壶。

避难时扔下去做记号的。”
县太爷又转过头来问张林隆：“你家祖上是做什么的？”

“开酒馆的。锡壶是用来暖酒的。是我祖上逃难时
扔下去做记号的。”张林隆也没有丝毫犹豫。

县太爷听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精明的师爷却听出
了端倪。

师爷在县太爷耳边说了一句话。县太爷说：“既然都
说是10把壶，胡家说是铜壶，张家说是锡壶，那就根据这
个来断定。”

一听说是这样，围观的人都沸腾了。孰真孰假，等一
会儿就一目了然。

3 找壶 竟有两个“10把壶”

县太爷召集人把井水给抽干，然后派人下井找壶。
“找到啦！”井下传来喊声。
终于有了结果。胡靖荣和张林隆都得意地昂起头，

互相敌视地看着对方。
“真的有10把壶！”当满是淤泥的壶被送出井口时，

大家都睁大了眼睛。
壶被清水洗干净，露出了真面目。
看到10把壶的真面目时，胡靖荣笑了，张林隆却变

了脸色。
10把壶是铜制的。
县太爷看了看10把壶，又看了看张林隆，问道：“你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张林隆绝望地说：“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这不是真的！”
县太爷宣判：“现在我宣布，胡家院子是胡靖荣家的！”

“不！请等一等！”张林隆大喝一声。
“现在已证据确凿，你还想做什么？”县太爷问。
张林隆命家人挑来一担银子，说：“我愿意用这担银

子作担保，这院子是我张家的！我要求，继续往下挖！不
论能不能挖出10把锡壶，这些银子都捐献给当地百姓。”

胡靖荣和围观的群众都不相信地看着张林隆。
县太爷看张林隆下了这么大决心，就命人继续往下挖。
不久，井下又传来一阵惊呼声，井下真的又挖出10

把壶来。这下轮到胡靖荣一脸的不可思议了。
这10把壶清洗干净后，果真是锡壶。张林隆没有撒

谎。
显然，是张家祖上先在这里居住。后来，才是胡家的

祖辈在这里居住。巧的是，他们的祖上都往古井里扔了
10把壶做记号。

县太爷当场宣判：这院子归张林隆家所有。责令胡
靖荣一家立即搬迁奉还给张家。

围观的群众都拍手称快。
原来，胡靖荣为富不仁，附近的百姓对胡家恨之入骨。
第二天胡靖荣举家不知去向。
张林隆搬进来后，为纪念祖辈留下的这份家业，把院

子更名为“十把壶”。
张家时时接济乡邻，也一直在这里居住下来。至今，

张林隆的后人还居住在这里。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李市小学）

江津吴滩江津吴滩场场““十把十把壶壶””来历来历
□游义平

民国后期，石柱县有所郭沫若书题校名的中学，那就
是道远中学。郭沫若为何书题校名，这还得从桥头早年
的教育说起。

桥头地域宽广，人口众多，历代都是川鄂两省的
边境重镇，文化底蕴深厚。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以
前，这里的教育以私塾馆为主，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
以各姓祠堂办学，二是富豪之家聘师上门设馆，三是
联合邻近数户雇请教师，四是教师自己开门设馆。私
塾馆的教学年限不定，凭东家自愿，多数是到子女成
才登第或成人应试为止。在元明清时期，桥头举贡生
员众多。

清光绪十九年，桥头乡绅杨懋修主持民众募集乐捐
六十多石田地租谷为基金，在桥头下街文昌宫庙设立公
读书院，借“华封三祝”（祝寿、祝富、祝多男子）之典，命名
为华祝书院，与“凌云、平山、鹿鸣、五云、经古”合称丰都
县六大书院。

清宣统二年（1910年），桥头坝改名为义顺乡场。清
宣统三年，废华祝书院，在原旧址设立义顺乡小学，始教

新学，开设国语、算术、常识等课程，仍教读古文。一年分
春秋两季招生，学制分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合计六年。
1937年，义顺乡改为七乡一镇，乡场称为桥头镇，义顺乡
小学改称“桥头小学”。

1941年，时任丰都县长李自青和石柱县长苏知行，在
协议解决插花地界问题时，将丰都县的辖区桥头，划归石
柱县管辖，同时将原华祝书院的校产归还桥头作为地方
事业开支。1942年，当地士绅利用返还的校产，依靠人民
出力，兴办桥头私立导远中学，教学地点设于桥头小学楼
上。由于学校在教师的聘用上，不分籍贯亲疏，任用贤
才，一时间，学校名声享誉周边各县，学生远从百里以外
前来就读。为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规模和影响力，1943
年春，导远中学董事会募捐集资，在乡场对岸八圣宫处新
建导远中学校舍。

1944年3月，在重庆参加“民族英雄秦良玉事迹研讨
会”的郭沫若，应时任石柱县教育科长廖集云等人邀请为
导远中学题字书写校牌。郭沫若了解到桥头乡离石柱政
治中心甚远，日渐增加的小学毕业生到县城上中学非常

困难的情况后，想了想就说:“可不可以用‘道远’二字？”
“太好了，任重道远！”众人称赞。就这样，郭沫若当即题
写了行草结合的“道远中学”的校名。从此，“导远中学”
便更名为“道远中学”。

1946 年，石柱县府令道远中学迁址石柱县城下街
凤祥祠办学。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桥头
乡中学教育就此终止。直至 1959 年，随着国民经济
的恢复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桥
头乡才在华头嘴办起第一所公立中学，解决了当地
小学毕业生就近入学的问题。

据《石柱县志》载：1950年9月，县简易师范学校并入
县立初级中学，11月更名为川东区石柱中学，1951年3月
接管私立道远中学，1952年12月改名为石柱第一初级中
学校。从此，石柱第一初级中学校越办越好，后来成为了
省级重点中学，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1984年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成立后，则改名为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第一初级中学校，一直至今。

（作者系重庆石柱县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