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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市江津区西湖
镇小河坝老场口，沿一条青

石板路蜿蜒而上数十米，在一个
狭长的平缓坡地上建有一座红墙碧

瓦、金碧辉煌的观音庙。在庙宇里一
个凉亭背面的崖壁上，雕刻有红底金色

四个大字——郑公义渡，字幅长3米有余，
高约1.2米，字迹遒劲奔放，颇为醒

目。这四个大字为何人所
刻？为纪念何人？其间
蕴藏的传奇故事和历
史过往，让当地百姓至

今仍津津乐道。
西湖镇向为连接江津、

綦江，继而通往贵州的水陆要冲。
境内綦江河、笋溪河贯通西湖全境，另外

还有箭溪、溪门口等多条小溪。这条条大
河、小溪流经西湖镇水庙、百燕、青泊、西
泉、河坝等社区，长数十公里。这些江河溪
流既给西湖流域带来了船舸往来、货运通
商的交通便捷，同时因河流阻隔，给沿途
两岸百姓带来出行不便，在往来相对集
中的地方设立渡口便成了乡邻们期盼
的事。

西湖渡口为什么又叫“郑公义渡”
呢？顾名思义，渡口就是由当地郑姓
家人出资所建；百姓为纪念其乐善好
施之行为而取名、刻碑并延续至今。

据当地的老人讲：清朝初期的西
湖为县属地，编为笋溪、思善、杜市三
个里。当时镇上有一郑姓大户人家，
家中一子名郑桥。郑桥从小天资聪
颖，勤奋好学，深得其父母喜爱，尚幼
时即请来先生教其念书。郑桥争气，
长大后学得满腹经纶。清朝末年，郑
桥赴京赶考，以优异成绩入翰林院，在

朝廷做官。后来，他回到了西湖老家，
成为地方首富。

此时的西湖因綦江、笋溪河流的地
利，已呈现出河流上帆樯林立，舟楫往来、

客货船运发达的繁忙水运景象，航运已悄然
成为西湖对外交流、繁荣经济的主要走廊。然

而，那一条条江河溪流也像一道横亘的篱笆阻
碍着两岸百姓的往来和生活，人们望水兴叹。郑

桥看在眼里，打算在西湖綦江、笋溪河畔设立渡口，
方便乡亲们过河……

郑桥说干就干，他购买船只，招募能够掌舵驾船、
了解江河水性之人作为渡口摆渡的艄公，然后带人往

来奔波于各江河流域勘察地形，寻找设立渡口的最佳位
置。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最终选择了奔溪咀、水庙沱、墨

斗沱、西湖场四个地方作为渡口。渡口设立以后，周边乡
村邻里们无不拍手叫好。

自设立义渡以来，费用均由郑桥自己承担，对乡亲们乘
船过河不收取一分钱。只是在逢年过节之时，船工们为讨吉
利，会在船头上放一只箩筐，人们过河时也会自觉自愿、象征
性地丢几枚铜钱在箩筐里，乡亲们把这称为“喜钱”。这样的情
景伴着西湖人度过了数十年时光。

为感恩郑桥设立渡口的义举，西湖百姓们自发请来能工巧
匠，在西湖小河坝老场边一高耸的石壁上雕刻了“郑公义渡”四
个大字，以纪念郑桥设立渡口、造福乡亲的善举。

后来，随着岁月的变迁，西湖渡口除了水庙沱渡口自然消
失外，其他诸如奔溪咀、墨斗沱、西湖场等渡口仍在艄公的摆渡
吆喝中往来于綦江、笋溪河两岸。直到 1992 年，西湖公路大桥
建成通车，西湖渡口才日渐冷清、逐步衰落，除偶尔有三两过客
乘船过河以外，已不见往昔车水马龙、渡船穿梭、人声鼎沸的热
闹景象。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郑公义渡
□施迎合

石柱万寿山上万寿寨
秦良玉练奇兵

□陈刚权

北京颐和园有座万寿山，石柱城东十里外也有座万寿山。北京万寿山上有大报恩延寿
寺，石柱万寿山上有万寿寨。万寿寨是石柱三十六军寨之首，是一座御敌的军事城堡，秦良玉
在此训练出白杆兵，留下一生传奇。

秦良玉修筑万寿寨

《石柱厅乡土志》载：“明秦夫人良玉筑为
寨，凿壁开道，置三寨门。距山西麓二十余丈，
陡起一峰，高百余尺，名驻马关，天然炮台也。
关外有窄径，长数十步；一线羊肠，下临数百丈
悬崖，奇险可怖，真天堑也。”

秦良玉，石柱土司夫人。丈夫马千乘死
后，因子年幼，袭任石柱土司宣抚使，官至上柱
国光禄大夫、中军都督府左都督、镇东将军、太
子太傅、太子太保、忠贞侯、一品诰命夫人。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川播州（今
贵州遵义）土司宣慰使杨应龙叛乱，朝廷调集
湖广、四川、贵州所有兵力和地方土司军队，组
建“八路大军”联合讨伐杨应龙。石柱土司宣
抚使马千乘奉诏，带兵三千征讨杨应龙。秦良
玉率精兵五百，自带粮草，跟随马千乘远征播
州。石柱土司兵隶属四川总兵马孔英率领的
南川路大军，从南川经道真到邓坎，连破杨应
龙叛军驻守的金竹寨、青冈嘴等七处险隘，直
逼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石柱土司兵用白杆枪
从山后攀上后山，配合各路大军攻破海龙囤，
活捉叛军百余人。马千乘、秦良玉夫妇为“南
川路战功第一”，四川总督李化龙赠秦良玉“女
中丈夫”银匾一块。

平叛杨应龙后，秦良玉受到海龙囤关寨的
启发，利用万寿山的特殊地形，着手修筑万寿
寨。万寿山四面悬崖绝壁，山势险峻，仅有一
条独路可上。山顶开阔地带面积约20万平方
米，设有前寨门、中寨门和后寨门，寨内建有官
厅、旗台、点将台、练兵场、军营及瞭望台等军
事设施。

前寨门设在寨顶西端，大型条石砌成，
寨门旁边有炮台，门前是逼仄陡峭

的上山小路，门后是两边陡
峭山路通向中寨门。中

寨门也是大型条石砌
成，寨门两侧筑炮

台直对寨下驻
马关，寨墙

经炮台
后随
山

势而建。中寨门后是万寿寨的中心区域，寨顶
北侧是“纵横一丈八尺，周围秋瓦之以石，其水
可供数十家”的“官井”，至今“百日无雨而不
涸”。寨顶南侧就是官厅、旗台、点将台、练兵
场、军营及瞭望台等军事设施，总占地面积
2400平方米。寨顶东端瞭望台后就是后寨
门，高耸的条石寨门居高临下，十分险峻。

万寿寨上练就白杆兵

白杆兵，是秦良玉训练出的一支善于山地
作战的特种兵。

秦良玉成为土司夫人后，对丈夫说：“如今
天下多事，石柱与黔、楚、蜀交界，不可不练兵保
境，且男儿应当立功万里。”在秦良玉倡导下，石
柱土司府建立了土兵制度，将境内壮男纳入土
兵建制，平时分散为农，战时集结为兵，建立起
一支“全民皆兵”的土司军队。土司军队以白杆
枪作为杀敌武器，所以称为“白杆兵”。

白杆枪，用结实的白蜡树做成长杆，上配
带刃铁钩和尖矛，下配坚硬的铁球和铁环。作
战时，尖矛可刺，铁钩可拉，铁球可锤击。必要
时，数十杆白杆枪钩环相接，可作为攀山越墙
的工具，悬崖峭壁瞬间可攀，非常适宜山地作
战。

秦良玉集中白杆兵在万寿寨内，训练攀
爬、搏击、阵法等军事技能，严格整肃军纪，强
化训练出一支军纪严明、作战勇敢、战斗力强、
威名远播的白杆兵队伍，在战斗中取得赫赫战
功，受到皇帝加封。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开始
对明朝发起进攻，东北告急，朝廷征兵援辽，秦
良玉派兄秦邦屏、弟秦民屏率数千白杆兵北
上。在沈阳之战中，秦氏兄弟率白杆兵渡过浑
河，冲入敌阵，打得后金骑兵人仰马翻，不少后
金战将被挑落下马。努尔哈赤不甘失败，派出
精锐骑兵加入战斗，还在城墙上用火炮猛烈轰
击白杆兵阵地。白杆兵被火炮击败，秦邦屏和
两千多白杆兵战死辽东疆场。

明崇祯二年（1629年），努尔哈赤病死，皇
太极继位后，再次南侵。北京告急，崇祯皇帝
急诏天下兵马勤王。接到十万火急的勤王诏
书，秦良玉立即筹集军饷、军粮，率白杆兵抵近
北京，白杆兵主动出战，秦良玉身先士卒，奋勇
出击，一举收复被后金兵占领的滦州。白杆兵
英勇善战，仅半个月时间，相继收复了迁安、永
平、遵化等地。后金兵撤回关外。北京解围，
崇祯皇帝召见秦良玉，御笔亲书诗四首，加
封她为少保，晋升都督同知，挂镇东将军
印。

万寿寨上奇计退围兵

《石柱直隶厅志》载，秦良玉
临终前告其孙马万年：“城东南
万寿山上平下险，险峭易守，吾
近积粮草火药于此，寇来，尔
率兵民往拒，犹可活此地生
灵，以待时清可尔。”

秦良玉料事如神。
崇祯皇帝死后，代表
南明政权的桂王朱
由榔，在清顺治五
年（1648 年）春
任命朱容藩为
四川总制，联
合李占春等
数人，据守
川 东 各

地，划地征粮。在清兵攻破成都后，四川大
乱，同时又谣传桂王朱由榔已死。朱容藩妄
称监国，铸副元帅军印，在忠州设“大定府”，
称自己的居所为“行宫”，封李占春等人为侯
伯，张京为兵部尚书，程正典为四川总督，不
少川东一带将领都依附于朱容藩，一时号称
拥兵二十万。

朱容藩兵多粮少，向粮草丰裕的石
柱土司索要。时任石柱土司宣慰使
的马万年不予满足，朱容藩仗着自
己兵多的优势，于清顺治六年正
月率兵攻打石柱。

军情告急，马万年想到
祖母秦良玉的遗命，便带
领兵民前往万寿寨避
难。

朱容藩部队冲
进石柱城，得知土
司人马已退守万
寿寨，便追赶到
万寿寨山下，想
一举打败土司
白杆兵。在细致
侦察后，朱容藩
知道万寿寨“四周
峭壁如削，形势绝
险，人不能上”，只好将
万寿寨围困起来，等待寨
上粮草断绝，自然缴械。

朱容藩的兵马围困万
寿寨一个月后，白杆兵不但
没有缴械投降，围寨士兵还
发现从寨上甩下一些尺多长
的烂草鞋和大便，怀疑寨上有
身高丈余、力大无穷的巨型土
人，不敢贸然攻寨。

朱容藩又命人查找半山腰
的水源，企图阻断白杆兵的取水
道路，待寨上缺水后自然可破。
围寨士兵却发现从寨上抛下数
十条鲤鱼，朱容藩看见活蹦乱
跳的鲤鱼，料想到寨上一定有
泉水，不得不撤离退兵。

原来，马万年退守万寿
寨后，看到被朱容藩部队包
围，就下令编织尺多长的
草鞋若干双，砸烂做旧，
还将玉米、巴山豆煮熟
捣烂，灌入杯口粗的楠
竹筒里，破开竹筒，浇
上粪水，就像大便
了。将烂草鞋、“大
便”和养殖在“官
井”的鲤鱼抛下
寨去，就使朱容
藩不知寨上驻
扎的是什么神
兵，哪敢不撤
兵？

万 寿 寨
经历几百年
的 沧 桑 洗
礼，现已成
为 国 家 级
4A景区。

（作者系
重 庆 市
石柱县
作协副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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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