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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夏坝，我既熟悉又陌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
我还是少年时，就从大人们的零星言谈中知道了夏坝。
知道那里有火车站、钢铁厂、兵工厂，还有一座享有盛名
的车滩水电站。那些神秘的故事，时刻挑逗着我奔涌跳
动的神经，促成了我在这个季节的夏坝之旅。

1 夏坝老场，乡村里曾经的繁华时光

夏坝镇位于江津区东南部，北与贾嗣、南与广兴、东
与杜市接壤，西与綦江区永新镇隔河相望，面积39.4平
方公里，辖5个村3个居委会，常住人口2.2万人。夏坝
区位优势明显，临近綦江城区，距重庆中心城区和江津
城区均约60公里，津綦公路、渝黔铁路穿越腹地，距210
国道5公里、渝黔高速20公里，綦河自南向北流经境内
13公里。

因早年有夏姓人家定居小溪汇綦河之坝处，以姓和
地域而命名为“夏坝”。在很多年里，因地处偏僻，夏坝
只是一个由江津县（今重庆江津区）五福乡管辖的自然
村。那时的夏坝老场，也仅是一个长约300米的普通乡
村小场。狭窄的老街，高低不平的石板路面，青砖青瓦
木质房屋和零零星星的赶街路人，让这个散落在綦河边
上的袖珍农村小场，好像被时光遗忘了一样。直到
1971年，国防军工企业、造纸业、钢铁工业等工矿企业
先后迁入，夏坝才像一个迟暮的老人焕发出蓬勃生机。

夏坝镇，1982年成立，1983年5月正式挂牌办公，
1983年12月镇政府迁入位于“半边街”东侧的新建办公
大楼。1998年10月行政区域扩大，原属贾嗣镇的临江
村、鸭池村、梨坪村，原属杜市镇的大塘村、农建村，原属
广兴镇的曙光村一并划入夏坝镇。随着区域的扩大，场
镇人口的增多，夏坝老场也热闹起来。

于是，不管是赶场天还是平常日子，夏坝老场总会
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身着蓝色劳动布工装、咔叽料子
中山装、时髦小喇叭裤和戴着草帽、敞着衣服、卷着裤
腿、背着背篼、挑着箩筐的人们交织在一起。他们操着
普通话、四川话和各式方言，或比画着手势大声交谈；或
轻言细语诉说着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或三两知己聚在
小酒馆里划拳、喝酒；或接踵摩肩穿行在商场、菜场和街
坊小摊间。喧嚣的市声、买卖声、收录机播放的音乐声
混杂成无边的波浪，涌动在夏坝老街，翻腾起那个特有

时代的激情浪花……
如今，这个乡村里的老场，房屋依旧，却人烟稀少，

空有清冷寂寥。然而，我却不是行旅匆匆偶然经过的过
客。因为，夏坝老场曾经的繁华时光早已沉淀在我的生
命里，鲜活如初。

2 三线建设，渐行渐远的历史背影

走在夏坝，一座座三线建设遗址不经意间跃入眼
帘，像一幅幅黑白灰的老照片，积蓄了太多的历史过往，
让人沉湎其中，恍如隔世。

夏坝镇物产资源丰富。在这块土地上，蓄积着铁
矿、天然气、食盐、地表、森林等自然资源。有资料显示：
夏坝镇余粮、跃进、鸭江、大坪等村拥有大量可开采铁
矿，含铁量30%～40%，这也是众多三线企业选址夏坝
的重要原因之一。翻开夏坝的历史典籍，清晰地记载着
曾经的国营青江机械厂、国营晋江机械厂（后改名重庆
铸钢厂）、江津地区钢铁厂（现重钢集团铁业有限公司）、
重庆江津造纸厂、夏坝火车站、江津车滩电站等企业的
光荣足迹。夏坝何以能成为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要地
呢？这还得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说起。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中央根据中国
当时面临的严峻局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工业布局。因
为西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具备了建设备战基地
的优势，中央决定把我国东部大城市的重要工厂迁往西
部，新建的原则是“靠山、隐蔽、分散”。在四川西部山区
建设了一批军工企业。当时的通信地址都用信箱代码，
5057厂为6573信箱，5067厂为6571信箱。生产高炮
的工厂沿江津、綦江、万盛一线展开。青江、晋江厂就落
户在了江津夏坝镇。

据当地留守的三线人员介绍，那时的夏坝镇热闹非
凡，到处是沸腾的火热景象。一排排整齐的工厂车间
里，机器整日轰鸣，钢花飞溅；厂区大道上，装满物资的
卡车来往穿梭；专用铁道上，鸣着长笛、喘着粗气的火车
昂首飞驰；晨起时分，嘹亮的军号响彻山谷，唤醒早起人
奋进的脚步；夕阳西下，繁星般的灯火璀璨，映照着军工
人不眠的晚间生活……后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
化，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国营青江机械厂和国营晋江
机械厂按照原国家兵器工业部的要求，搬迁至重庆市巴
南区鱼洞，新组建重庆大江车辆总厂。随着青江厂和晋

江厂的搬迁，占地近4000亩的厂房、宿舍、办公楼、俱乐
部、学校等被弃用。而江津钢铁厂、造纸厂也因各种原
因停产。昔日辉煌的三线建设也像疾走的钟摆一样停
止了有序的转动……

还是这块热土，还是那些高炉、铁塔、车间、厂房、办
公楼、影剧院、球场、宿舍、商店、道路……有的保存完
好，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静静地立在那里，把盏着浓
浓的盖碗茶，似在回味着远去的青春岁月；有的已破败
不堪，青砖青瓦的缝隙处长满了荒草，在来来往往的风
声里摇曳，似在讲述它内心深处的不甘。此时在我眼
中，那些三线建设遗址，就像渐行渐远的历史背影，背负
着一个曾经的年代，遥寄着光荣的梦想。

好在夏坝人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近年来，夏
坝镇“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充分利用三线资
源，弘扬三线精神，正在打造“三线建设历史文化名
镇”。我想，未来游人寻踪夏坝，定会从三线建设遗址中
读出别样的风味来。

3 人文夏坝，綦河上轰鸣的闸坝水声

夏坝地处綦河之滨，蜿蜒流淌的綦河像一条碧绿的
玉带环绕着夏坝而过。在綦河之上，矗立着一座钢筋水
泥浇筑而成的闸坝，这就是远近闻名的江津车滩电站。

江津车滩电站是利用1944年建成的大利闸坝，拆
除坝体右岸的一小部分，于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河床
式电站。它建在綦河主干与支流的冲击下形成的一个
小岛上。这里有和长江三峡大坝水利工程工作原理一
样的闸坝，想了解这一原理的游客，可以坐船体验过闸
的感觉。

这里有一座横跨綦河的钢桥，长约100米，游人可
漫步桥上，静静体味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依萍和书
桓约会钢桥的浪漫情景，不用去上海也能“复制”体验影
视剧经典桥段。

走过钢桥、穿过一片浓密的绿荫便是电站闸坝。抬
眼望去，綦河清幽，清澈空灵，碧潭似的河水翻过大坝，
波涛翻滚在河面上形成一条长长的珠链，水花漫卷、飞
珠溅玉，恰如银河飞瀑。几只水鸟翩跹其中，就是一幅
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图。靠里一侧的过船闸坝钢门紧闭，
上面是与江水等高的綦河，下面则是落差数十米的船闸
内河。电站的同行者介绍说，如船要前行，只需打开闸
门，河水自然抬升，船即可安全通过。站在大坝之上，遥
望碧水蓝天，静听悄然轰鸣的闸坝水声，人世间所有的
烦忧都如过眼烟云，荡然无存。

离开夏坝之时，我想人文底蕴深厚、自然景色怡逸的
夏坝，一定还有不少我不曾踏访的地方。留点遗憾也好，
它至少会让我牵挂。说不定哪一天，美丽夏坝会再次响
起我寻踪的步履声，像一片云彩轻盈地飘飞而来……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改口茶，曾是传统婚礼中一个重要的仪式。20世纪
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自由婚姻和现代化的推进，
这一传统的婚仪逐渐消失。上个周末，表哥的儿子结婚，
在万州一家大酒楼举办婚宴，沿袭改口茶礼仪，参加婚典
的宾客再次感受到了古老婚嫁文化的底蕴。

婚庆台上，表哥、表嫂在左，他们的亲家公、亲家母在
右。两位母亲居中，两位父亲分列两边。

女司仪先说开场白：“今日佳偶终天成，为父为母笑
意胜。有请新郎和新娘，端茶递水把孝敬！”

随即，礼仪小姐端来改口茶。茶具是一种喜庆红色的
带盖茶碗，万州人俗称它为盖碗。此茶碗上有盖、中有碗、
下有托，盖为天、碗为人、托为地，契合天时、地利、人和理

念。盖碗的盖子揭开，我们看见：所选用的茶叶为红茶，象
征红红火火、喜气洋洋；茶水中，还加放了莲子、红枣两枚，
寓意“喜结莲（连）理”“枣（早）生贵子”“成双成对”。

表侄子第一个敬茶。他小心翼翼地接过礼仪小姐手
中的茶盘，托起两杯盖碗茶，毕恭毕敬地奉送到岳父、岳
母面前，动情地说：“爸爸妈妈，请喝茶。感谢您二老的信
任，把你们疼爱的女儿托付给我！请你们放心，未来的日
子里，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呵护好她、照顾好她……”接
着，表侄子再次接过礼仪小姐送上台来的两杯盖碗茶，敬
自己的父母：“爸爸妈妈，儿子今天结婚了，从今往后，就
多了一个敬爱你们的儿媳妇。我们一定会铭记你们的养
育恩情，一起孝敬你们。在这里，儿子敬你们一碗茶水，
恭祝你们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表侄媳妇敬茶时，在司仪的鼓动下，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之前，表侄媳妇一直喊表哥、表嫂“叔叔”“孃孃”，也
习以为常了这么喊，如今要突然改口，难免有些钝口。这
无疑给了司仪开玩笑的机会：“你不喊，我喊了哟！”这一
激将法立马就让表侄媳妇大胆开了“金口”：“爸爸，请喝
茶。祝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妈妈，请喝茶。祝您青

春永驻，笑口常开！”
“掌声在哪里？喜公公和喜婆婆的表示在哪里？”司

仪进一步渲染氛围。表嫂迅速将自己手上佩戴的玉镯，
作为“传家宝”赠给表侄媳妇；表哥则赶紧将准备好的一
个大红包拿出来……

“喜公公，能否透露一下，你给的红包有多大？”司仪
刨根问底……

此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亲戚触景生情，脱口而出一
段顺口溜：“欢欢喜喜喊声爸，甜甜蜜蜜叫声妈。妈妈叫
得甜，不惜把玉传。爸爸喊得好，给个大红包。”其实红包
大小就是一个意思，礼数第一。

婚礼习俗改口茶，主要敬父母。在万州等辖区也有
敬其他长辈的，所敬辈分次序为：祖父母、伯父伯母、叔父
叔母……新人敬茶动作环节要双手持奉，不能单手上茶，
也不能把手指搭在盖碗的碗口上，更不能将指尖浸进茶
水。长辈接茶、捧碗、喝茶、回碗也要用双手，体现有礼有
节。有的在改口茶后，新人和长辈之间还要互相拥抱表
示接纳和亲热。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江津区夏坝镇双新村油江津区夏坝镇双新村油
菜花流金溢彩菜花流金溢彩，，十分美丽十分美丽。。

据新重庆据新重庆--重庆日报重庆日报

敬您一碗改口茶
□牟方根

夏坝寻踪
□施迎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