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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乡的老县城灰蒙蒙的，低矮的平房挨着老
巷子布局，瓦片房、灶壁墙、吊脚楼、油毛毡棚棚成为主格
调，五层以上的楼房几乎看不到。一条从三倒拐到东门
口的主街，街道狭窄不说，两边卖衣服的、卖香烟的摊位
把街面占了不少，显得更加拥堵了。拉板车的、挑担子的
生怕撞到路人，扯开嗓子一路吼“盯到，盯到，开水烫背”，
水泄不通的路人才闪开一条缝儿，让板车、挑子一溜烟挤
过去。

忽在一夜之间，老县城有了新气象。首先是年轻人
戴起了蛤蟆镜，用起了电子打火机，穿起了港衫，老县城
就像睡醒了瞌睡一般，一下子来了精神。其次，一些俱乐
部办起了舞厅，把市井百姓心底中对文化生活的向往一
下激发了出来，“蹦擦擦”的舞曲响起，带来了新潮且快乐
的舞美时光，“跳舞”成了老县城那时最流行的时尚。再
有，就是人们在穿着打扮上的改变，逐渐丢开了青蓝二色
的束缚，女士穿起了漂亮的连衣裙，烫起大波浪小波浪的
发型；男士则身着花哨的T恤和喇叭裤，穿起了“火箭皮
鞋”，留起了电影《追捕》里杜丘那种发型和“爆炸式”发

型，酷帅得让人羡慕不已。一
座老县城，转眼就发生了带着
强烈新鲜感的变化，人们的脸

上挂着的都是亲切而温暖的笑意。
舞厅像雨后春笋一样在老县城冒出来，流行音乐、港

台歌曲、影碟、磁带也涌进了老县城的每个角落。走在大
街上，满耳是邓丽君、苏芮、齐秦的歌声，满眼是吸引眼球
的磁带、唱片、影碟的大幅海报，把一条大街装扮得炫目
耀眼。

还在车间当青工的我，也被老县城的发展变化带
动着，心里萌动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只是，每月的
工资大部分交给父母存起来，已所剩无几。看着别人
又穿港衫，又穿喇叭裤，心里面痒痒的。于是，存了几
个月零花钱，与同学朱华渝一人出一部分钱，“凑米打
粑”合起做了两条华达呢布料的“满尺喇叭裤”，穿起
来把屁股绷得圆圆的，脚蹬擦得亮锃锃的皮鞋，从老
东门走到大西门，从南安门走到北固门，“扫街”而过，
那个得意哟，那个风光哟，仿佛是三天三夜不吃饭肚
皮都不饿一样。

没有想到的是，父亲是一个严苛的人，从别人嘴里听
说我穿着喇叭裤在大街上晃去荡来，像一个无业青年二
流子小混混，勒令我交出喇叭裤，托摆摊卖衣服的熟人给
我卖了。这是我的第一条喇叭裤，也是最后一条喇叭
裤。从此，我再也没有穿过喇叭裤。

老县城的时髦事情层出不穷。不几天，年轻人喜欢
提着日本原装“三洋”录唱机招摇过市，在当时是非常流
行的。郊游、踏青、聚会肯定有“三洋”标配，伴随着美妙

的旋律翩翩起舞。单卡的俗称“小三洋”，双卡的俗称“大
三洋”，播放的歌曲全是环绕立体声，余音袅袅萦绕在心
里。我自小喜欢音乐，港台歌曲的流行曲风很对我的胃
口，连各类歌本都买了不少。看见街上流行“三洋”录唱
机，三五同学随便找个院落坝子，按键一摁，就可以跳快
三步慢三步，我也想早点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三洋”录
唱机。

吸取了被父亲没收“喇叭裤”的经验，这回我动了歪
脑筋耍起了小聪明。把一台花了我近大半年零花钱购买
的“大三洋”放在同学家里，晚饭过后或在星期天休息时
才去同学家，再约上要好的发小，提着“三洋”把音量放到
最大，从街头走到街尾，洋洋得意地融入了老县城提着

“三洋”过街显摆的潮流中。
其实，老县城只有巴掌点大，父母亲哪里会不知道我

提着“三洋”机在大街上转悠的事儿哟。没过多久的一个
周末，父亲让我陪他下盘象棋，说一会儿给我个惊喜。刚
开始，我以为是父亲找理由稳住我不去街上晃悠。没想
到，父亲说的是真的。一盘棋未完，在五交化公司工作的
张叔叔来了，还带来一台崭新的唱机。父亲对我说：“提
着‘三洋’机在街上窜来窜去，又笨重又不雅观，你以为居
民老百姓真正喜欢呀，那是满街的噪音啊，烦人！”

说罢，父亲亲自为我在唱机上放了第一首歌曲，歌名
叫《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当时的情景，我至今都记得
……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得名

孝子河是綦江河的支流，全长89公里。该河在万盛
境内长29公里，河床宽20～50米，落差142.5米，平均径流
量9.1立方米/秒。总体而言，孝子河体量不大，冬春水流
淙淙，夏秋山洪暴发方有滔滔之势。

从古至今，孝子河有过4个名字：葛溪、水潈（cóng）
溪、平滩河、孝子河。

葛溪是孝子河及下游蒲河的早期称谓，得名或与僚
（lǎo）人有关。也有专家认为，“蒲河”乃“濮河”之讹，意
指濮人所居之河。濮人即僰（bó）人，僚人是濮人（僰人）
后裔。綦江上游古称“夜郎溪”，下游称“僰溪”。

水潈溪是孝子河在清代中期之前的称谓，得名源于
发源地——水潈（今南川区兴隆镇），意即水汇聚的地
方。此处为浅丘砂岩地貌，植被茂盛，梯田众多，水源丰
富，为孝子河（属綦江水系）和龙川江（大溪河支流，属乌
江水系）的分水岭。

孝子河还有一个名字：平滩河。清嘉庆九年（1804
年），当地人在万盛场（今万盛城区一带）河段修建了一座
小石桥，由于此处河滩较平，桥得名平滩桥（后被水冲
毁），人们又把这一段河流称为平滩河。

真正以孝子河来命名该河，大约在清代中后期。据
民国版《南川县志》记载：“此水发源名水潈溪，至万盛场
西南，始名孝子河。相传昔有周孝子，佣力求食，母再醮
（再嫁）而贫，仍待孝子奉养。每得米，必徒涉此河以馈。
一日，水盛涨，孝子念母切，仍乱流以往，被水卷去数里，
竟得生。人皆以为纯孝之报，故以名河。”

千百年来，孝子河培育了万盛淳厚的人文。这片土
地上，出现过宋代赵牟氏、陈太夫人、龚秀才，明代秦寡
妇、杨宗枝，清代邓九先、唐洵、傅懿、傅丞宪、陈藻、僧宗
益、蒋燮琦，民国犹海龙、刘子如、李锄云等一大批乡贤，
他们以高尚的德行泽润桑梓，使万盛成为名副其实的“孝
善之地”。

风物

以前，孝子河水量比现在大，两岸植被丰茂，风物可
圈可点。

孝子河在巴南区石滩镇境内沙河坝处，有一座建于
清光绪年间的铁门闩桥，桥面由两块巨石连接，巨石间嵌
有一块铁铸的燕尾榫，甚为奇特。在南川境内，有建于
1918年的陡溪桥，为昔日南川南平至石莲、青山的要道，
该桥桥身于前些年毁损，今又重建。

过陡溪桥，进入万盛红岩大峡谷。据民国版《南川县
志》记载，这一带“山高谷深，水落数百丈，乱石填咽，但闻
淙淙之声”，谷中多深潭，潭中之鱼可达百斤之重。

孝子河出峡谷后，在东乡坝蜿蜒流淌，两岸地势平
旷，河畔修竹成林，有许多水车和水磨，水车引水灌田，水

磨用来舂米。过去，这里小桥流水，水车轻转，白鹭低飞，
锦鳞跃波，好一派田园风光。现已变为万盛城区。

万盛段孝子河沿岸，文物古迹不少。在马鞍山、二郎
峡石壁上，有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崖墓多穴；在鱼田堡龙
门道观，发掘出南宋陈太夫人墓；在万东镇建设村陈家
沟，发掘出南宋马国宝墓；在三元桥和汪家沟，有明代播
州杨氏立的“播州界”石刻……这些文物古迹有的尚存、
有的已毁，见证着万盛大地的沧桑。

三元桥是孝子河最重要的文化地标。据记载，该桥
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由万盛场富商邓九先卖地捐
资，动员绅民集资建成。桥为三孔石拱桥，桥身长约 50
米，桥孔跨度12.8米。桥身两面各有3个石凿圆圈，分刻

“三元桥”三字，祈福万盛子弟科举“三元及第”。三元桥
建成后，极大方便了两岸交往，促进了万盛场的繁荣。
1936年，因修建川湘公路，三元桥被改为公路桥，桥上的
石栏杆、石狮子、土地庙、功德碑全被拆除。1949年后，三
元桥又历经4次改扩建，至今仍是万盛城区交通要津。

航运

孝子河的河床很浅，滩多水急，本不适于行船。令人
意外的是，从清道光年间至20世纪50年代初，孝子河竟
然一直有航运。

过去，万盛场盛产焦炭、火焙纸、矾砖等产品。同时，
万盛场也是南川及贵州正安等地山货的集散地，这些大
宗货物要运往重庆中心城区，光靠人力背运费时费力，人
们便打起了孝子河的主意。

从清道光年间开始，有本地商人用小船将炭花贩卖
到綦江、重庆中心城区、泸州等地，船叫“胡豆壳船”，载重
仅3吨。清末至抗战期间，航运日繁，自流井盐帮、桥淮帮
纸号、东林煤矿及多家小煤窑集资，先后在孝子河中修建
了6道闸坝，一段段提高水位。第一道闸坝就筑在三元桥
下，码头在周家滩（原区水厂处）。万盛场周边的炭花、火
焙纸、矾砖和南川、贵州方向来的土特产，均集中在此装
船。小木船往来于万盛场至蒲河鲁峡洞之间。

闸坝蓄水后，一次可放行几十艘船。每艘船载重6～
9吨（谷口河以下河段可载重11吨），有3人操作，船头船
尾各一人撑桨，另有一人前后照应。冬季水枯，船只常常
搁浅，虽三九严寒，船工也要赤身下水背船。

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需用万盛的焦煤炼钢，孝子河
航运更显重要。东林煤矿及周边小煤窑的煤，均通过孝
子河运至蒲河鲁峡洞，再用人力转运至下游杨柳湾上较
大的船，经綦江、长江运至重庆。最繁忙时，上游孝子河
有船300多艘，下游蒲河则更多。一艘艘小木船，载着兵
工厂急需的焦煤，在湍急的河水中穿梭不停。小小的孝
子河，也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孝子河航运，一直持续到1953年三江至万盛的铁路
通车才停止。

润城

孝子河滋育了万盛这块土地。
远古时期，今万盛城区为一个内陆湖，后来河水冲决

二郎峡，泥沙淤积，形成一片沃野，宜于农耕。
春秋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土著先民濮人（僰人）、僚人

等在此刀耕火种，渔猎为生。唐代，朝廷为控制南平僚，
以今万盛境为中心设立溱州及荣懿县。宋代，汉人逐步
迁入，今万盛城区两河口处为荣懿寨治所。明清时期，今
万盛城区一带叫东乡坝，人烟渐密，形成集市，成为川黔
交界物资集散地，人们将集市称作万盛场，寓意万业兴
盛。此前，万盛场还有过万寿场、石鹅场、火把场等称呼。

风雨千年，春秋代序，在孝子河的波光中，万盛经历
了唐宋溱州、移民乡邑、“抗战煤都”、工矿重镇、“三线建
设”基地、转型新区等沧桑变迁，从一个小小乡场，成长为
一座拥有20多万人的重庆南向支点城市。

这座城市以孝子河为纽带，在黑山、方家山、黄高山、
凤凰山、八面山、二郎山等山岭的屏护下，铺开自己的山
水格局，襟带渝黔，连通陆海。一代代移民怀揣希望与梦
想，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座崇山峻岭中的城市，将汗水和热
血奉献在这里，将眷恋与慰藉安放在这里，他们的名字就
叫万盛人。

如今，这座城市已逐渐褪去矿山的底色，蝶变为新型
工业之城、旅游之城、康体之城。孝子河仍在静静流淌，
它将继续见证万盛日新月异的变迁，承载万盛人绵长的
乡愁。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那年，我提着“三洋”逛大街
□黎强

万盛孝子河的故事
□简云斌

万盛经开区地处大娄山北部余脉，多高山深谷，有黑山谷、万盛石林、奥
陶纪、南天门、九锅箐等风景名胜。但境内无大江大河，只有一些山涧溪河
在山谷中流淌，其中最大的一条河绕万盛城区而过，叫孝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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