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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门寻“文”
□胡雁冰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魂。重庆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
都在朝天门地区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和印记，也有多种文
化诞生。可以说，这里是重庆历史文化的富集区。

老城街巷都是文化聚集地，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
湖广会馆、古城墙和城门、洪崖洞川东民居建筑，就是其
中的代表。

老鼓楼实质就是谯楼。衙署是朝廷的化身，其建筑
有教化、规范、引导百姓的作用。

重庆湖广会馆群，也是昔日重庆城著名的“八省会
馆”，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距今有近300年历史。它是目
前全国城市中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群，代表着重庆古建
筑文化的最高水平。

古城墙和城门，则充分体现了山地江城的建筑特
点。古城墙是利用渝中半岛的两江天堑和山脊线制高
点为屏障，修筑便于防守的坚固体系。城门则利用了四
象五行观念（四座城门）和九宫八卦原理（十七座城门），
既利于防守，又不妨碍商贸往来和百姓生活。

适应山坡丘陵地带的吊脚楼房屋，是川东民居建筑
的一大特色。改造前后的洪崖洞地区（尤其是改造后的
景区），成为各地游客追捧的目的地。

白象街上有幢非常著名的老房子“江全泰号”。这
幢三开间四层楼房，以独特的火焰形尖拱屋顶、圆拱花
窗、花式线脚等西式建筑风格，在周边传统建筑中显得
格外突出。

湖广会馆群，最先由“湖广填四川”移民中的商户领
头兴建。除祭祀祖先、神明，主要功能是协调商务兼做
客栈，服务对象以原籍来渝乡亲为主。这里汇集了各地
方、各种姓、各家族的人文精神，相互交融、相互启发，成
为重庆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891年重庆开埠后，曾经的“十里洋场”白象街和
上海外滩一样，见证了重庆许多珍贵的“第一次”：重庆
第一次开办海关——重庆海关局；重庆第一家邮局——
大清邮政局；重庆第一盏电灯点亮的地方——李耀庭公
馆；重庆第一家冰糕厂——青鸟冰厂。这是一条名副其
实的重庆版“华尔街”。

朝天门地区一直是重庆金融商贸业最悠久、最繁
华、最热闹、最有效的区域。1927年9月24日，朝天门
码头、嘉陵码头相继完工，作为新重庆商埠建设的一件
大事，商埠督办公署举办了盛大的落成典礼。

1898年，英国人立德乐开到朝天门的机器船改变了
川江航运历史。1925年，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在朝天门成立。1938年宜昌大撤退，挽救民族于
多难之境。1999年2月14日开通朝天门两江游……

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委在二府衙街19号杨閶公
同志旧居正式成立，杨闇公任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吴玉
章负责宣传，童庸生任重庆团地委书记。朱德、刘伯承、
吴玉章、肖楚女等都常到这里活动，成为全川革命运动的
核心。自此，这里成为红色文化、抗战文化的聚集地。

朝天驿、重庆最早的民信局、邮政局、电报局、重庆
电话所……在这里，以驿站、电信局、邮局、电报、电话的
发端和建设为代表，形成了整个重庆特有的通信文化。

重庆第一份新闻期刊《渝报》、最早的《重庆日报》、
在近代巴蜀影响深远的《新蜀报》……白象街是重庆新
闻业的起源地，见证了重庆思想文化界开风气之先的多
个第一，足可挖掘新闻文化的精髓。

最早的川东师范学校办在洪学巷“黉学”内，是教育
文化的发端。此外，还有民俗文化、火锅饮食文化等。

朝天门地区的深厚文化，肯定不仅是这些，有待进
一步挖掘和整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湖广会馆建筑群落

提起江津四面山，大家也许对“西南第一庄”会
龙庄耳熟能详，但对于另一个庄园——塘河石龙门
庄园却知之甚少。其实，石龙门庄园面积比会龙庄
还大，附属设施也更完善，被称为江（津）合（江）边界
的“独立王国”。

一
塘河镇石龙门庄园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十多年前，这个杂乱破旧的大院里居住了许多村
民，现在经过文物部门的抢救和保护性修缮，一个真
实的石龙门庄园又重现人们眼前。

石龙门庄园旧时的庄主叫陈宝善，在江津人称
“陈半县”。除了是个收租地主外，他还是盐业巨商
和银行家。

石龙门庄园位于江津区塘河场东北约10里处
的一个山峦低坳里。这里是重庆市江津区和四川省
合江县的交界处。尽管四面林木掩映，但这座青砖
瓦房的硕大庄园仍隐约可见。

整个石龙门庄园占地30多亩，面积13200平方
米，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主体结构建于清代。
庄园坐西朝东，共有房屋520余间，回廊式布局，由
庭院、跑马场、古道、古井、学堂、药铺、佃户住房、祠
堂等构成。石龙门庄园面向一片水田，穿堂叠殿，九
道中门九重门关，鳞次栉比成“龙门阵”。两厢18天
井院，璧合珠联，形成八阵图。房屋均为青石为基，
砖木结构，一色的石梯和石栏杆，正厅、戏台、碉堡、
花园等样样齐备。侧小山腰建有操场、马道等，每间
房屋瓦沟相互连通。

石龙门庄园以抱厅为中心。抱厅是庄园的公共
活动空间，面积200多平方米，是陈家聚会和议事的
主要场所，抱厅用8根5米多高的整条石柱支撑，面
阔18米、进深12米，石柱上为五架梁，檩子下有三
榀梁架和驼峰，两壁有马鞍形风火山墙。

整个庄园沿着抱厅有一条建筑中轴线，但东西
两侧并不完全对称。庄园西面有一座3层高的砖木
结构房屋，有前后两道风火墙，前面山墙别出心裁地
在墙面挑出一座木廊阳台；与之对称的东面并没有
相应的建筑，而是一段几十米长、约3米高的石墙和
石护栏。第二进院落东西两侧部分建筑也不对称。
由于几十年来庄园房屋拆除损毁严重，整个庄园的
原貌已部分被改变。

据史料记载：当年的庄园内外还设三重围墙，开
三道朝门。第一道属土围墙，沿山头半山腰修建；第
二道围墙绕庄园外围修建；第三道是石墙，紧挨着房
屋修建。第一道土墙已被毁，改作农田和林地；第
二、三道围墙还残存部分。从庄园正面上9步台阶
进入第一道朝门（已毁），朝门前有一座半月形月台，
再上19步台阶为第二道朝门，现已消失。

庄园甚是豪华。据说，如果一个人一早开始打
开庄园的所有门窗，要到中午才能完成。住宅外边
还修有养猪房、牛栏、马厮。北侧小山腰建有网球
场、操场等。

离此庄园主体不远处，是陈氏宗祠（三楠祠），之
间是宽大的石板路相连。整个建筑为宫殿式，主要
分正殿、中殿、亭子、戏楼四大部分。屋脊全是
镂空黄绿琉璃砖砌成。此外还有客厅、寝
室、厨房、花台等，外有院墙围着，院内
林木繁茂。为远近乡镇各宗祠之冠。

二
为何取名石龙门庄园？据说建

设庄园时，此处有一条很长很大的
石埂，石埂下端有一石岩，其形状酷
龙之巨口，故将此处取名为石龙门。

提到石龙门庄园，不得不说江津巨富

陈宝善家族。据《江津县志》“人物志”载：“陈宝善
（1861—1925），江津县塘河场人。因结交官府，承销食
盐发家致富，人称‘陈半县’。清宣统元年，陈鼎臣、陈
兴臣，创办晋丰储蓄兼殖业银行。居住庄园名石龙门
……”另据1986年出版的《塘河乡志》记载：“塘河陈氏
家族从清朝中期开始发家，到1949年时已经历七代，
约二百年历史。极盛时期是在陈宝善时期……”

陈氏家族所占的土地遍及江津上半个县和靠近
塘河边界的四川省合江县的地区。面积比现在整个
塘河乡的17000多亩耕地还要多。有这样一个传
说：当时从他家的住宅石龙门到赶石蟆镇的稿子场
近三十里路，只有一根田坎是别人的地界，陈家曾将
银子摆满了那根田坎，想把它买过来，但未买成。这
是陈家当时的遗憾之一。

陈宝善家族为何能发迹成为江津巨富？有很多
种说法，有的说是陈氏家人上山打柴，捡到一坛银子
开始发家；有的说是他家住房占了“风水”而发家
……这些说法均不准确。陈家能成为当地巨富，同
他家开盐铺、办银行有关外，最重要的是和当时的封
建制度有关。后来，陈家老五又当上了塘河慈善会
会长，陈宝善当了塘河商会会首，陈兴臣任十全镇副
镇长，陈雨文任塘河乡乡长。他们还与周围的石蟆
镇、稿子镇、朱沱镇、合江县白鹿镇等地方上层人物形
成了盘根错节的江湖关系和裙带关系。陈氏家族势
力越来越大。

三
石龙门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呢？
陈氏家族家大业大，不仅人丁兴旺，庄园的管理

也自成体系。庄园内的各种佣人达数百人：有专职伙
夫数人，有专职轿夫20多人、40多顶轿子，有裁缝5
人，用上等衣料缝制四季服装。庄内设有药铺。此
外，还有推米粉的，喂猪、喂牛、喂马、喂狗的，以及修
缮房屋的泥瓦木匠、挑水工、打杂工、园丁工等。佣人
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每天人进人出，异常热闹。

石龙门庄园还有自己的武装——保家操丁。保
家操丁最多时有一连人。制有专门的军服，有各种
枪械。陈宝善曾孙陈敬陔想当军官，大热天就在操
场上训练操丁，有时一天就晕倒十几个。晕倒后，抬
到经堂，拿冷水去浇泼，醒过来又逼着去练。

石龙门庄园还办有专业的戏班子——龙庆班，
人员四五十人，逢年过节、红白喜庆，天天唱戏。有
时还到白沙或江津“斗戏”演出。戏班子的角色配得
硬，罗小生、武旦周幺幺、草鞋花脸赵幺蛮等都做唱
俱全，故颇有名气。

陈氏家族还办有学校。陈家在附近的庙子山办
了一所小学校，取名“明德小学”，请来几位老师执
教，收当地儿童读书，不收书钱学费，所谓“培养人
才”。这在当地，算是一桩善事。陈氏家族的势力很
大，当地百姓邻里间或佃客间的各种纠纷、诉讼等，
多要请“陈家老爷”出面调解或进行裁定。

陈氏石龙门庄园处于江津县（今重庆江津区）和
合江县的交界地带，山高皇帝远，陈家在此唯大独
尊，俨然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陈家虽是收大租的地主、盐业巨商和金融老板，
但他们也讲“行善之道”。每遇受灾年景，陈家都要
进行一些施舍，到各家佃户去走走看看，施舍些钱粮
给佃户。逢年过节也要向当地的干人施舍点钱米。
过年时还要召集佃户到家吃顿饭，“讲善说善”之后，

请大家看戏班演出。
1949年底江津解放，陈氏石龙门“独

立王国”的历史结束了。佣人和长工
各自回家，庄园则成为村、队办公场
所和社员住房。改革开放后，庄园
成为江津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12月又成为重庆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如今，庄园内还住着陈宝善
曾孙、九十岁高龄的孤寡老人陈
宏佑，他有讲不完的石龙门庄园

故事……（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图片摄影刘彦）

石龙门庄园：房屋520余间
旧时江合边界的“独立王国”□庞国翔

塘河石龙门庄园

石龙门庄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