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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州（今重庆忠县）古城筑于何年已不可考，由于有巴
蔓子刎首留城的故事，可以推断最迟在周朝末年就有城
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城残留部分城墙，是明代重修的。

明代修建忠州城的主要功臣是知州王谦（字子光）和忠
州守御所指挥佥事陶璋，其中最重要的是陶璋。

陶璋，湖北黄冈人，生活在明洪武年间。调任忠州前，
他的职务是长沙卫，在忠州的职务是守御所指挥佥事，这两
个职务在明代都是正四品。朝廷把正四品的陶璋从长沙卫
的任职调到忠州任守御所指挥佥事，可见忠州的军事地位
之重要，当时忠州知州也才是五品。

陶璋为什么要修建忠州城呢？答案在他留下的《修城
记》里。

《修城记》里说：“余以洪武十二年己未岁九月，由长沙
卫调守是邦。始至，周行阅视，城隍未完，雉堞楼橹，莫不倾
圮败坏，因慨然曰：是足以固吾圉耶？”用现在的话来讲就
是，“我于1379年由长沙卫调来守卫忠州，刚到就走遍全城
视察，发现城池尚未修完，垛墙垛口高台望楼都倾圮败坏
了。不禁非常感慨，就这个样子怎么能够固守我的防区
呢？”出于这样的思考，陶璋与知州王谦共同商议，并向上级
汇报请求支持，随即开工修城。

在山城修建城墙，远比在平原上困难。忠县城拔地而
起，南面临江，山崖高出河滩十多丈，西面靠鸣玉溪，更高更
险峻，人称临江岩。在这样的地方修建城墙，稍有不慎就会
掉下悬崖粉身碎骨。整个工程用了两年时间。墙体全部用
方方正正的条石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且不说修建，仅仅开
采和运输石材，就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
况下，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过程啊。在陶璋之前，曾经也有
地方官员考虑过修建城墙，“前此者亦屡议修矣，然或奉行
之不力，或随作而随弃。”

整个工程用了多少工？花了多少钱？钱是从哪里来
的？陶璋都一一报了账。“是役也，土木之工数万，费白金（银
子）四千一百有奇，王公倡捐一千三百，余出橐金符之，余则
州倅暨州士民共襄厥成。”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4100多两
白金里，知州王谦倡议并带头捐了1300两，陶璋也把自己钱
包里的白金拿出来配合行动，他可能是出于对王谦的谦让，
没说自己捐了多少，但可以想象不会比王谦少。然后其余经
费才是“州倅（州官的副职）暨州士民共襄厥成”。可见王谦
及其副职和陶璋都是慷慨解囊为民办实事的好官。

有其父必有其子。陶璋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陶铸一个
叫陶錞，也都参与了工程建设。陶璋很自豪地表扬了两个
儿子，说他俩为修建城墙出力最多，早晚都在工地上监督施
工，七百多天从不间断。

陶璋和忠州结下深厚感情，终老于忠州，埋葬在风景秀
丽的皇华城，子子孙孙都留在了忠州。

（作者系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原副会长）

江津古称江州，是“几水”环绕的著名江城。旧时
江津县城均傍江而筑，以条石填土砌筑城墙，开有城
门九道，取名迎恩、通泰、嘉惠、临江、德甠、西镇、南安、
东阜、北固门。县城街道以两条东西向长街为主线
（称正街和背街），辅以几条南北向短街构成纵横交错
格局，主要商业街有四牌坊街、五福街、板桥街、布市
街、新街子、向阳街、通泰街、七贤街、老米市街等。

县城中心“大什字”，地处板桥街与布市街，七贤
街与天香街交叉的十字路口。从江津成县至今，大
什字向为江津老城繁华的商业中心而引人瞩目。如
今伫立于此，随意眺望现代都市街景，虽然往昔的光
影早已不再，但那抹不掉的记忆恍惚仍在心头……

县城街道的几度演变

江津县治所在地，民国时称为城厢，新中国成立
初期叫城关镇，1980年后改称几江镇。而大什字就
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古稀老人，见证了江津县城的几
度变迁。

据史料记载：1929年以前，江津县城城墙尚在，
以城墙为界分为“城外”和“城内”。城外街道只有通
泰门外短短一条热闹街道，为糖油商、盐商及饮食行
业集结区域，另还有王爷庙、好吃街等数条小街。城
内所谓正街，仅限于通泰门起到小什字左侧、经大什
字至衙门口为止。另有小官山、川主庙等几片小区
域，尚属“不毛之地”。正街的宽度约6～7尺，均为青
石板铺路，房屋多为竹篾穿斗青瓦简陋房。军阀混
战后，川军师长张清平驻防江津，大力推行县城街道
改造，规定正街从通泰门起，经过小什字、大什字、板
桥到衙门口一段，一律翻修成马路，两边店铺退后5
米，并改建成洋气的西式铺面。这些铺面有的为砖
木结构两楼一底；更多的则是竹片编成，表面涂上石
灰装饰。街道加宽，铺上混合均匀的河沙、石灰、石
子即成了光鲜的“洋马路”，可通黄包车、自行车，大
什字也因此成为江津县城中心地带的重要路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津县城街道几经改
造，逐年加宽，街面由过去大坑小凼的三合土路面逐
步改为砂石水泥混凝土路面，以前的假西式铺面先
后改成二层、三层砖木结构、外墙涂抹洋灰装饰的真
西式铺面，一些颇具现代风格的砖墙、混凝土建筑也
悄然矗立于大什字路口。此时的大什字，已俨然成
为江津闹市的代名词。即使所处的街道经历了“布
市街”“解放路”“大同路”几度变迁，它依然宠辱不惊
地立在那儿，任流动的岁月疏影从身旁走过，藏匿在
心底深处的依然是带不走的乡愁……

闹市中隐秘的物语

身处江津老城核心地段的大什字，在市民心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周边那些林立的楼宇商铺，除
了满足日常生活之需外，还有许多隐秘的物事深藏
其中，像一部浩繁的史书，不经意悄然翻开，便有一
个个鲜活的画面跃然而出，让人止不住感叹。

江津美食向为“好吃狗”们津津乐道。地处大什
字口的国营餐厅，为江津20世纪有名的大型餐厅。
该餐厅1956年开业，1966年动工拆除重建为两楼一

底砖木结构楼房，是当时江津最“堂皇”的建筑
之一。餐厅既供应正餐早点，又承包筵席。江
津名厨罗灿云、杜炳辉等曾是这里的大厨，那一
道道经他们之手烹饪上席的原盅当归鸡、百合沙参
鸭子等药膳养生菜和江津肉片、芝麻丸子，至今仍搅
动着人们的味蕾。在大什字街口随便问一个上了些
年纪的老年人，他准会用本土乡音大声说：“国营餐
厅个嘛？就在这里噻，弄的菜硬是巴适得很哦……”

在大什字，曾有两家有名的理发店——南京理
发店和红霞理发店，让老人们难以忘怀。

南京理发店成名于抗战时期。是时，江苏扬州人
宋朝国为避战乱来到江津，遂在大什字开店，人称“杨
店”。宋朝国在南京等大城市做过手艺，见多识广，富
有经验。来津后，又招雇来一批技艺过硬的外省籍技
工，备有电吹风、电烫机、铁转椅等设备，可做各种新颖
发型，首开电烫发业务，在同行中占尽优势，成为当地
理发界的翘楚，一时成为达官贵人、公子太太云集之
地。后来，宋朝国得罪了“周督办”，生意逐渐萧条，被
迫停业。津人刘光荣、翁长发等人买下部分设备在原
址开店，仍取名“南京理发店”，但光景大不如前……

大什字还是江津的商业中心，周边林立着与民
生戚戚相关的行业。如矗立于街口、颇具欧式气派
的江津果品公司大楼；曾经让人趋之若鹜的、江津县
城唯一的电影院江津电影院；从邮电大楼里如小燕
子般欢鸣着飞奔而出的邮政马车；静静伫立于街畔
的群林百货店，那板壁的结构、狭长的铺面，曾是当
时百姓购物的常去之地；甜食店里的白糕、油条、包
子的香味仍在街头香香地弥漫着；食杂铺里的油盐
酱醋茶和餐馆里的麻辣甜鲜香混合、渗透在一起，皆
是江津老城醇厚地道的风味……现如今虽已物是人
非，但依旧活在老江津人的记忆里。

江津老城永远的地标

一座城有一座城的标志，江津老城的地标就是
大什字。江津建县1500余年以来，地处老城中心的
大什字，不仅见证了江津历史的诸多演变、发展过
程，更以现代商业的繁盛成为新老江津人假日休闲、
向往的地方。

今天的大什字，早已没了往昔陈旧的印记，更像
一位时尚的都市女郎，挺着杨柳的腰肢，亭亭玉立在
江津人惊喜交集的瞳仁里。其中，最醒目、气派的当
数重庆百货江津店大楼。大楼的前身是建宇百货大
楼，在春风细雨的吹拂沐浴中摇身一变，遂长成一座
美丽的百货之城。橘黄色的外墙、巨大的彩色喷绘
广告、两座半弧形的立体直升电梯给人以超越现实
的魔幻之感；宽敞、大气、灯火辉煌的八层营业大厅
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从重百大楼出来，商业步
行街上又是另一番景致：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中西合
璧的现代商铺；其次是上海老凤祥、香港黄金、周大
生珠宝金光闪闪的铺面……

大什字大什字，，江津古老版图上一个小小的地名江津古老版图上一个小小的地名。。它它
虽小虽小，，却与江津老城同呼吸却与江津老城同呼吸、、共命运共命运。。那些抹不掉的那些抹不掉的
记忆记忆，，依旧伴着喧嚣的市声在喃喃诉说着小城的来依旧伴着喧嚣的市声在喃喃诉说着小城的来
来往往来往往、、匆匆踪迹……匆匆踪迹……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江津往事江津往事··寻踪寻踪》》
征征文启文启事事

江津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有着
1800多年的建制史。江津是中国长寿
之乡，重庆市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是
中华诗词城市和中国楹联文化城市。
聂荣臻元帅生于此，陈独秀先生逝于
斯。为挖掘江津历史人文，《重庆晨报》
副刊部与江津区作家协会联合举办“江
津往事·寻踪”征文活动。征文如下：

一、作者:作者不限，江津区内外作
者均可投稿；

二、内容:主要反映江津的前尘往
事。文史、党史、正史、津城秘史；奇事、趣
事、怪事、佚事，鼎山故事，包括地名来历、
历史轶事、人物奇闻、人文景观、民间趣
事、山珍美味等；

三、主题:必须正能量，向上、向善、
向好、向美；

四、内容:有据有因，拒绝胡编乱
造。凡江津百姓耳熟能详之旧事如

“莲花石爱情”爱情故事等，要写即要
有新内容、新发现。老故事新角度、新
写法，不得抄袭，不得侵犯他人权利；

五、写法:写法上注重“寻访”，要
有现场感；

六、字数:每篇1200～4000字，若有
珍贵照片可以配图；

七、在《重庆晨报》副刊和其他报刊
择优发表，刊发稿件均配活动专用题
花。征文结束后集辑出版，均给薄酬；

八、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止。
九、投稿邮箱：
912529179@qq.com

17708332565@163.com
欢迎来稿，欢迎参与！

《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

江津老城大什字
抹不掉的记忆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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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州古城

江津古城墙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