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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明朝之前，这里是巴县主城到成都必经
的一条古驿道，也是巴县姚公场和石桥场（今石
桥铺）的交界处，崇山峻岭连绵起伏，田地水塘连
片。旅人翻过陡峭的佛图关崖，走到这里已经是
疲惫不堪，口渴难耐。一位心善的员外体恤过往
行人的艰辛，在驿道边一棵千年黄葛树下修建了
一座凉亭，烹煮老荫茶施舍过路行人，供行人遮
阴纳凉、休憩解渴。

久而久之，大家路过这里都习惯在茶亭坐下
来歇一歇、喝茶聊天，附近的乡民也会把自种的
红苕、苞谷、南瓜等果蔬拿到茶亭叫卖。所谓“七
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分是茶亭”，天南地北的商
贾行旅在此云集，摆摊贩卖，搭房开设铺面，逐渐
形成了热闹的集市。每年正月，乡亲邻里从四面
八方赶到茶亭逛庙会，唱戏的、说书的、玩杂耍魔
术木偶的，以及卖茶叶、香火、玩具的，画糖人的
应有尽有。川北凉粉、麻辣小面、酸辣粉、棒棒
鸡、豆花饭等各种小吃令人目不暇接。乡民们没
有忘记员外乐善好施的德行，口口相传，民间就
把这一带驿道称为茶亭。

一
古驿道书写新传奇

按民国《巴县志》的划分，清末民初，茶亭位于佛
图关外，分为茶亭南路和茶亭北路，即今大坪地区。
提起大坪，老重庆人都知道，那是明清时期重庆至成
都唯一的古驿道。但在年轻人眼里，直到2012年
12月，大坪才算真正摆脱了小商小贩的格局。

2012年12月20日，“城市家庭时尚购物中
心——龙湖·时代天街”A、B馆开街，一艘体量巨
大的“商业航母”在大坪横空出世。开业当天，客
流峰值超过了20万人次。从此，大坪开始书写
新的时代传奇。

当时，时代天街A馆和B馆，聚集了近百个
商业旗舰店，其中50多个为首次登陆重庆。近
百家著名品牌的餐饮商家抱团组成重庆老字号
餐厅，川北凉粉、陆稿荐等正宗巴渝老字号在此
重生。大坪商圈从此崛起江湖，傲视群雄。

此后，时代天街C馆和D馆相继开业，集儿
童体验、真冰场、书城、健身房、保龄球、卡丁车、
餐酒吧、生活馆等特色业态于一体，以涂鸦、街头
文化和耳目一新的购物体验引领重庆商业新潮
流。至此，时代天街已开业商业面积达60万平
方米，规模超过4个北城天街，拥有数千个停车
位、上千家品牌店铺和食肆酒吧。近两年，各种
高端品牌蜂拥而至。曾经古老的茶亭，正上演着
一幕幕群雄逐鹿的“天街”大戏。

如果只是豪华，那也仅仅是一座商城。而时
代天街四个馆的主题侧重不同，每一个馆、每一
层楼都植入了相应的商业文化元素。

现在的大坪茶亭地区，纵横1平方公里，处
在主城区的几何中心，紧邻成渝高速公路起点，
成为主城核心区的主要过境通道和交通枢纽，也
是渝中区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宽阔的柏油马路，车水马龙；一株株
黄葛树、广玉兰、小叶榕、羊蹄甲、紫薇在繁华的
街道两侧遥相辉映。而茶亭古驿道上，英利国
际广场、城市综合体时代天街等楼盘虎踞在
大坪CBD中心，风姿绰约。

二
“一座天街一座城”

历史总在演绎惊人的
相似。古茶亭驿道是热
闹的集市，有眼花缭
乱的美食，有热

火朝天的传统庙会，还有民俗民风民间
艺术。如今的“古驿道”，不仅有超大型
主题购物中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完整的产业链基础配套、便捷的交通、
独特的经济文化价值和商业旅游价
值，也令人怦然心动。一座天街一座
城，人民的幸福生活图景，在这座“轨
道上的都市区”徐徐铺展，灵动又五
彩斑斓。

古老的茶亭正在演绎着重庆暗
香浮动的百年传奇，而新一年的“天
街庙会”又鸣锣开启，已然成为重庆
民俗文化的新地标。中国·重庆大
石化EBD国际创意文化节，聚集了
重庆最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蜀
绣、竹编、皮影、剪纸、微雕、羽毛工
艺国画等近百种民间艺术精粹；还
有频繁开集的汽车、服饰、玩具、家
居、年货、民俗、美食、手工艺等市
集；川剧流动博物馆、民俗大舞台、
天街欢乐季等让市民应接不暇。这
种文、商、娱、旅无缝接合的新商业
文化和时代风尚，温馨又具有人情
味，传承弘扬了茶亭古驿道的商业
传统，这正是这个时代的“天街”。

每每经过茶亭路，我都会在茶
亭路牌下安静地站一站。仰望历
史的星空，恍若看到驿使传递八百
里加急文书，正快马加鞭飞奔而
去；络绎不绝的旅人徒步翻越佛图
关，正向茶亭古驿道迎面走来。沿
途商旅不绝，行人往复。他们渐
渐远行的身影，似乎也在回望着
古驿道上21世纪的“清明上河
图”，惊讶、震撼、不舍离去。

沧海桑田。天街的繁华，
亦如唐朝诗人秦韬玉的《天
街》所写：“九衢风景尽争
新，独占天门近紫宸。宝
马竞随朝暮客，香车争
碾古今尘。烟光正入
南山色，气势遥连北
阙春……”如今，这
一方神奇的土地，
正以城市地标
商业之姿，与
城市共生共
长，生生不
息。

20世纪60～80年代，重庆化龙桥正街56号很神秘。从外面
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院，但当地人都知道，这儿就是大名鼎鼎

的军工央企朝阳厂。其历史可追溯到1929年，生产的东西也不简单，
全是与军工有关的高科技产品。

我进了神秘的朝阳厂

1960年，我在虎头岩下的重庆二中读初中，毕业后继续在校读高中。
1969年3月，我去了四川省开县（现重庆开州区）偏僻的山区当知青。

1971年招工潮起。当年10月，我意外地被朝阳厂招工当了工人。招工的
师傅告诉我，朝阳厂全称叫国营朝阳电机厂，第一厂名叫国营第907厂，是国家
第四机械部直属军工企业。进厂后，厂里对数十名刚招来的青工进行入厂教
育，厂办主任是一位老红军。他告诉我们，朝阳厂是抗战时从南京搬来的，早在
1929年就成立了，厂名叫“军政部电信机械修造厂”。从1935年开始，工厂就
设计制造脚踏发电机和手摇发电机，同时生产5W和15W收发报机。抗战胜
利后，厂名改为电信机械修造总厂一分厂。

厂里发了很多紧俏货

我分在工模具车间当模具钳工。20世纪70年代初期，军品任务重，工作
非常忙，常常是吃了晚饭就得进厂加班。晚上10点钟，食堂的大师傅送来热
乎乎的面块，大家吃完继续干活，工作到夜里12点是常事。三年出徒后，我表
现良好被提干，当了车间的计划员。

当时，厂里还设有幼儿园、子弟校、卫生所、食堂、招待所、洗澡堂、俱乐
部、灯光篮球场以及单身职工宿舍等，福利待遇特别好。我分到手的房子，是
个老院子，每个月每平方米只交一分钱，每人水费一角钱，每盏灯（25瓦）二角
钱。1979年7月，我们厂家属区在化龙桥地区率先用上了天然气，每人仅交4
角钱。厂里还给每个职工家庭发了电唱机和电风扇，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紧
俏货，周边的居民羡慕不已。

唐山报灾用了我厂产品

1983年，我调到厂部办公室任秘书。不久，上级部门要求各企业编撰厂
史，我是编写组成员之一，因此接触了许多档案资料。

20世纪80年代末期，工厂已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制造各种微特电机、驱
动电机、控制电机、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用电机、家用电机和电动剃须刀等20
个大类200多个品种和规格的产品，广泛用于导弹、火箭、雷达、卫星、野战等国
防建设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1970年以来，共有数十个（次）产品获市、省、部
及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如用于野战的FSW50手摇发电机获国家银质奖，其质
量可以和美国、苏联、德国的同类产品媲美，被誉为“摔不坏的铁疙瘩”，是装备
到军、师、团的必备电源。1976年唐山大地震，全城断电，唐山驻军就是用手摇
发电机启动电台向北京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灾情。

一箭双星朝阳厂立功

20世纪90年代后期，根据部队要求，手摇发电机作了不少改进。改进
后的FSW50手摇发电机轻便易携带，启动快、输出功率大、输出信号稳
定、过载能力强、噪声低、抗干扰强，被评定为优秀等级。

而用于火箭和导弹的DP系列电机性能已达到欧美同类电机的水
平，获得了电子工业部优质产品奖，受到了表彰。1983年，907厂隶属
国家电子工业部，同时将第二厂名恢复为“国营重庆微电机厂”，但工
厂职工仍习惯称之为“朝阳厂”。1998年4月，厂长和总工程师多
次去北京，对电机进行性能测试，该电机用于火箭点火装置，必须
万无一失。5月1日，“一箭双星”发射成功。之后，中国运载火
箭技术研究院发来贺电。

民品上市便成抢手货

20世纪70年代末期，军品量逐步减少，企业研制了
多种民品，获得了市场青睐。

比如，“仙花牌”四速电唱机，设计新颖，性能稳定，
上市后风靡全城，市场一机难求，购买者差点挤翻了
交电公司的柜台。我们生产的电动剃须刀，行销全
国各地，并远销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以及东南
亚各国。我们开发的洗衣机电机，高峰时月产
近10万台，为重庆、北京、兰州等十多个厂家

配套，产品供不应求。
1988年企业升为国家二级企业，

1993年被国家经贸委、电子工业部
评为国家大（一）型电子工业企

业。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电
子工业部）多位部长都曾莅

临视察。
如今，“朝阳厂”已

不复存在，它的辉煌
成了一曲远去的牧

歌。（作者系重庆
市民营企业
家联合会

顾问）

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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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亭路
佛图关外的烟火气

□疏影

大坪龙湖时代天街

（作者系中国
散文学会会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