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溪沟寻道
□胡雁冰

人文1010 >> 2023年10月31日 星期二

主编 胡敏 责编 王文渊

视觉 陆晓霞 秦刚 制图 朱正非 校审 黄颖 曹珂

（一）

民主之道
马鞍山因形似马鞍而得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陆续迁来一批“下江人”。他们或

身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或身着挺括的西装，拄着文明
棍；或身着剪裁得体的旗袍，说着吴侬软语……男人潇洒倜
傥，女人温婉可人，让长期身居内陆的人们大开眼界。

一些全国知名的政治家、文化人、经济学家、律师、商人
等，也来到了马鞍山，这里逐渐成为当时重要的思想文化和
政治意识的发源地。

2016年，马鞍山区域被列入重庆市28个传统风貌街区
和渝中区10个传统风貌区的重点整治项目。

走进大溪沟街道着力打造的“马鞍山·堂里”，我妄自猜
测，其名大概是取自“重庆大礼堂背后的里弄”吧？

20世纪30年代，重庆久裕钱庄经理李正铨买下了这里
的地皮，修建了三栋小楼，自上而下，分别以他三个儿子的名
字命名为“良庄”“孝第”“厚庐”。主人把对子孙寄予的厚望，
通过传统文化时时予以提醒。

前清进士、留日归国参加辛亥革命的沈钧儒先生，住进
了良庄。他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民主人士，1935年他与宋庆
龄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31日，全
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和十九路军代表共70余人在
上海集会，宣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发表《抗日
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军事冲突，团结
合作，建立统一抗日政权，以团结全国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但此行为却触怒了当局，蒋介石下令逮捕沈钧
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

沈家旁边的28号楼，是当时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办公
地点。因此，周恩来、叶挺、王若飞、王炳南等共产党领导人
和冯玉祥、于右任、田汉、郭沫若、沙千里、张申府等国民党要
人及一些民主人士，成了沈家的常客，一起探讨时局问题，寻
求解决办法。

马鞍山，无疑孕育和蕴藏了民主之道，值得好好回望。

（二）

文化爱国之道
马鞍山还有人住过，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风景谈》，他就

是笔名茅盾的沈雁冰先生，1940年11月下旬来到了这里。
1941年2月，他在离开重庆前，转移至离重庆约20公里

的南温泉，在那里写下了《白杨礼赞》等6篇文章。他的《子

夜》《林家铺子》等作品，也成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
当我仰慕那些获得中国文学至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

作家时，就会想到马鞍山。这里何尝不是中国文学的领航地
之一？

沈先生不仅写作，还和郭沫若、老舍、臧克家、何其芳、艾
芜、柳青等人一起，积极参与1938年由周恩来、孙科等人倡
导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活动。因此，沈先生是中
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

在今天的张家花园65号，青砖砌成的院门上方写着两
个繁体字：棫园。这里就是当年全国的文艺中心，也是全国
抗战宣传活动的中心。

沿马鞍山山势缓缓登临，在张家花园步道慢慢徜徉，我
发现可以细细感悟“文化”和“爱国”之道。

（三）

改革开放之道
在张家花园步道上，有一所特殊的学校。它是革命家、

教育家吴玉章先生于1925年创立的“中法学校”。在这里，
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地区第一所干部培训学校；1926
年1月，重庆最早的党组织——中共重庆支部在此建立，冉
钧任书记；1926年2月，杨闇公等人成立四川党组织的统一
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共重庆地
委，杨闇公任书记，冉钧、吴玉章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

这里是当时的先进青年寻求“革命道路”的开始，也是唤
醒更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出发地。

站在这里，远眺人民大礼堂，我灵光一闪，这里又何尝不
是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道”的发源地？当年邓小平曾主政
西南，他的“不搞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的理念或许已在这
里萌芽。

（四）

教育之道
1932年，原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建“重庆市私立

巴蜀小学”（1933年更名为“重庆市私立巴蜀学校”），并公开
发表了《重庆私立巴蜀小学校宣言》——创造一个新的学校
环境，实验一些新的小学教育。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在巴
蜀学校的创办中，把“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做
学合一”的教育思想，融入巴蜀学校的骨髓中。

“公而忘私、正大光明、诚实不欺、朴实无华”，这个由卢
作孚、康心如、何鲁共同定下的“公正诚朴”巴蜀校训，著名教
育家叶圣陶作词的校歌，以及老舍、郭沫若、邵力子等先辈举
办的数十场抗战演讲等，无不持续影响着、激励着、培育着一
代又一代学子，勤学多思，正义担当，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这些旧事告诉人们，百年“教育之道”可以借鉴、应得到
尊重……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政协）

在合川区三汇镇城区东侧的华蓥山半山坡上，遗留着20世纪
70年代初修建的一片建筑群。整个建筑群有四五十栋楼房，总面
积超过 8 万平方米。楼房的墙体，全是就地取材，石砌干打垒筑
成。楼层不高，最高的房子也就三楼一底。这些楼房，包括大学校
园、子弟校、幼儿园、礼堂、粮站等，全都掩映在绿树之中，分布在一
片山坡上。从山下的教职工宿舍到山上大学校区，台阶多达400余
级。远远望去，那片山坡蔚为壮观，简直就是一座石头之城。这就
是中国矿业大学旧址。

中国矿业大学现在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高校、国家“211工
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和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
最先名叫焦作路矿学堂，由英国福公司于1909年创办。它是晚清时
期由外国人开办的三所私立高校之一和唯一的私立工科高校。1915
年，其名定为福中矿务学校，1921年改为福中矿务大学，10年后又更
名为私立焦作工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先迁陕西西安，再迁甘
肃天水，1938年迁陕西城固，与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东北大学所属工
学院合并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抗战胜利后，焦作工学院于1946年在
河南洛阳复校，其后又几经辗转，先后迁至河南郑州和江苏苏州。
1949年4月，更名为国立焦作工学院，9月迁回焦作原址。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将焦作工学院划归燃料工业部领
导。1950年，以焦作工学院为基础在天津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所矿
业高等学府——中国矿业学院。1953年9月，学校迁至北京，更名
为北京矿业学院。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
通知》，决定将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北京矿业

学院等十三所工科院校迁出北京。于是北京矿业
学院迁到了既是三线建设之地，又是矿区

的四川省合川县三汇镇（今重庆

市合川区三汇镇）并改名为“四川矿业学院”。
北京矿业学院为什么要从北京搬迁到四川的一个山沟沟里

呢？主要是受20世纪60年代国内外形势的影响。1966年起，国内
高校内部派别林立，混乱不堪。1969年2月，中苏在东北边境发生
冲突，国际形势骤然紧张。随后中央提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8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要求教育部所
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

随后，北京矿业学院的教职工开始行动，他们拖家带口，跋山
涉水来到三汇，发现这里并没有建好的设施等着他们，而是一切都
得新建。但他们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而且为了不占良田熟土，选
址光光秃秃的石头山坡。没有建筑队，他们就自己动手，利用脚下
丰富的石头资源搞“干打垒”砌墙；没有水泥，就利用附近的石灰
石，自己建水泥厂；没有建筑材料，就自己造石粉机、石灰厂和预制
构件厂；没有炸药就用大铁锅、大石磨自制炸药……

1970年1月，江津地区派了500多名民工前来助阵，加快了建校
速度。至1971年底，就在这石头山上盖起自行设计的四层楼房30多
幢教职工宿舍楼，计3万多平方米。至1973年，学校主体工程基本完
成，建筑面积8.6万多平方米。除了建设各种需要的设施，他们还把
整个片区给绿化了，当年栽的那些小树苗，如今都长成了参天大树。

那时的三汇，生活条件极差，矿院又不在镇上，处于僻静闭塞
的山坡之上，更有矿区治安环境之忧，比起北京来当然是天壤之
别，教职工们心怀不满，长期上访，要求回京。

1978年，学校得到国务院批准，在江苏省徐州市重建，并恢复
了中国矿业学院的校名。

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矿业大学，邓小平
亲笔为学校题写校名。

1997 年学校成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06 年成为
“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2017年成为“双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政协）

合川曾有所211大学
□新华

走进重庆母城的核心区大溪沟街
道，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定是巍峨典雅、
富丽堂皇的重庆人民大礼堂，以及造
型别致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标志
性建筑。

欣赏完重庆人民大礼堂，你不妨转
到大礼堂背后，去看看马鞍山的良庄及
张家花园的巴教村等“民国风”建筑。

建筑是活着的历史，也是可以触
摸的时代记忆。在我走过当年连接山
上和山下的那些生活通道——“山城
步道”后，啧啧惊叹之余，我忽然发现，
我是寻“道”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