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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枯水季节
实施三段航行法抢运抗战物资

在三段航行的执行过程中，各船长与引水人员需谨
慎从事，稳妥地应对各种危险，这一过程极为艰难。周海
清以其勤勉和卓越的表现，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不幸
臂部和腿部受伤，乘坐民熙轮返回重庆。当民熙轮抵达
朝天门八码头时，现场掌声雷动，周海清精神抖擞，在热
烈的欢迎中含笑答谢。一行人在接受记者采访后，浩浩
荡荡前往陕西街的留春幄餐馆，沿途受到了众多围观者
的致敬和欢迎。

在留春幄餐馆内，郑东琴董事长关切地询问周海清
的伤势。周海清则以轻松的语气回答：“经中医治疗，现
已无大碍。”他还向郑董事长报告了途中的见闻，特别是
公司足球队员的装束问题，“队员的装束不够整齐，这不
仅影响了外表，也妨碍了球场上的配合。”周海清在宜昌
考察崆岭、青滩的转运情况时，恰逢公司的足球赛，了解
到这一情况，向董事长反映，希望得到公司的进一步支持
和改善。

川江渝宜段在枯水季节水位极低，多滩险、航行困
难，甚至时有断航现象。为应对这一挑战，民生公司依据
水势、险情和船舶性能，采纳了分段航行的策略，确保川
江全年通航。

三段航行法最初由川路公司在1914年首创，后由民生
公司进行改进，并正式在川江实施。具体来说，三段航行包
括：宜昌至青滩为第一段，青滩至万县(今重庆万州区)为第二
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1937年1月，在民生公司的主导
下，与湖北省宜沙航务处等单位合作，开展了试验。当时，由
于长江处于枯水季节，宜昌的最低水位达到了-1.1米。

在周海清船长的带领下试航成功后，民生公司动用
了民治、民安和民俗轮，在宜昌至青滩之间进行航行。较
大马力的船只，如民来、民苏、民立、民主和民康，则承担
青滩至万县段的航运任务；万县至重庆段则由民熙、民
由、民运和民福等船只负责。此外，民康轮被派驻青滩，
作为通讯联络站使用。在实际运行中，船舶经过崆岭、青
滩、兴隆滩等地时，均需停泊进行人工艰难的货物转运。
轮船在各航段的运行，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

实施三段航行法不久，周海清发现首段和中间段的
陆运线路过长，导致货物转运不便。因此，他逐步将首段
的转运点改至崆岭滩下游的庙河，并在青滩架设了绞滩
机，派遣绞滩工作组常驻滩上，负责船只的绞滩工作。

这一策略的试验效果显著，引起了广泛关注。自从
实行三段航行法以来，各段都能顺利完成船只之间的货
物上下卸接转，极大地方便了旅客和货主。此外，外籍航
商如太古、怡和公司也对此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它们曾派
船只来考察，并对这一创新方法暗自称奇。

民生公司业务处副经理秦遒猷撰写了一篇名为《三
段航行之管见》的论文，其中详细总结了三段航行的操作
经验。在文中，他提出了一项具体建议：“民来等六轮在
万渝段的行驶中，全月可以运输货物达20340件。”这一
建议基于对航行实践的深入分析，旨在提升运输效率。

局势再紧张
也不忘锻炼体魄支援抗战

在全面抗战期间，三段航行法显著提升了民生公司
的信誉和效率，确保了长江中下游的撤退物资能源源不
断地涌向湖北宜昌港，并由此有效转运至重庆。尤其在
抗战初期，枯水季节通过三段航行法运输的军工器材，为
战场提供了及时的物资支援。

为加快物资的运输周期，民生公司在巫山的麦沱、奉
节的上南门、万县的陈家坝等关键位置设立了办事处，用
以卸船和囤货。此外，沿江各地也设立了多个临时货物
堆场，直到宜昌沦陷前，每一个河坝都对应有一个货物堆
场。公司还在各个地段安置了驳船，并雇用了4300名工
人。在川江实行三段航行的同时，汉口至宜昌段在天星
洲也采取了类似的两段运输措施。

1938年10月底，随着武汉的沦陷和沙宜的告急，为
了抢运滞留在宜昌的数万吨器材，民生公司仍然采用了

高效的三段航行方法。此外，避入川江的海船也被临时
改作货物堆存之用，以应对紧急的物资运输需求。

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下，民生公司员工仍然不忘通过
足球比赛锻炼体魄。这不仅有助于保持员工的身心健
康，也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展现了在困难时期依然能够
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周海清乘船从重庆前往宜昌考察期间，参与三段
航行的姊妹船“民苏”和“民熙”正好下水往宜昌方向运送
货物，并在忠县停留休息。趁此机会，“民苏”轮的足球队
邀请了“民熙”轮的船员在忠县中学的运动场进行了一场
足球比赛。双方队员表现出色，比赛异常激烈，持续了一
小时，最终以3比1的比分，“民苏”轮取得了胜利。当晚，

“民苏”轮又邀请“民熙”轮进行了一场象棋比赛，共有8名
船员参加，吸引了不少乘客围观。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
角逐，由“民苏”轮的胡先生夺得冠军。

次日，两船在奉节同宿，此时“民熙”轮回邀“民苏”轮
进行篮球比赛。在夔航处的篮球场上，两队交战一小时，
最终“民苏”轮以38比6大获全胜。

川江三段航行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战事也在不断加
剧，怡和与太古两家外资公司的房产、船舶、码头仓库以及
留守人员均委托给民生公司进行代管。同样，圣公会也将
其资产和人员管理工作委托给了民生公司。这些委托使
得民生宜昌分公司迅速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机构。宜昌城
被日军炸得千孔百疮，毁坏了95%的建筑物。唯有江面上
民生公司的船舶中转，成为川江东口最具活力的风景。

宜昌四川中学的学生多为民生公司员工的子女，因
此宜昌分公司经常在四川中学大操场与其进行足球友谊
赛。在这年春日的比赛中，双方公推扬海波担任裁判。
随着银笛一响，民生队的球员们摩拳擦掌，表现出极高的

斗志。球员王定九、钱续综、朱克雄等人奋力拼搏，使得
比赛异常激烈。民生队李铁仙把门，万夫莫开。

尽管四川中学的校长和体育教师也加入了比赛，民
生队仍以2比1的比分获胜。唯一的遗憾是民生球队服
装不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球队的形象和球员之
间的配合。

足球募捐赛
抚恤灾民和慰问抗日将士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人民在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引领下，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
动。民生公司的体育健将积极抗战，举办足球募捐赛，将
比赛卖出的门票收入用于抚恤灾民和慰问抗日将士。

1938年春，民生公司、武汉日报社和英舰敢列号共同
举办了国际足球募捐赛。民生公司翁德熏先生、武汉日
报社黄先生和英舰敢列号熊先生共同向社会各界发函：

“宜昌最近惨遭寇机数次狂炸，血肉横飞，灾情惨重，民生
公司、武汉日报社和英舰敢列号，特发起国际足球募捐
赛。票价计分二角和一元两种，以体育募捐，虽属杯水车
薪，但如蒙各界仁人君子热心捐助，亦可集腋成裘也，兹
送上二角券拾张，一元券拾张，恳请收受，并乞将票款交
送券人携转为荷。”收到此函的单位积极响应，慷慨解囊，
踊跃观赛。

1938年8月24日，18架日机对宜昌大肆轰炸，炸毁桃
花岭一带民房7栋，炸死平民5人，受伤20人。就是在这
样恶劣的环境下，国际足球募捐赛依然在炮火中如期举
行。经过几天的循环比赛，取得决赛权的是民生公司锚队
和宜昌白队。锚队由民生公司等航运单位的员工组成，除
李铁仙、方炳堃、屠允达等少数老队员外，大多数系年轻健
儿，个人技术平衡，配合颇为默契。白队是由原四川中学
队和宜昌队的队员组建起来的，多属名将，且有几位久经
球场的角色，如欧阳潮、欧阳湘、郭明发和高齐荣等，他们
球艺佳，获球迷们不少好评。两队的实力半斤八两。

8月31日，锚队与白队的决赛在桃花岭的美华足球场
展开。一场大雨过后，这个盛夏迎来了难得的凉爽。比赛
特邀英国驻宜昌领事馆的瓦特顿担任裁判。下午5点，银
笛一响，两队队员迅速布阵，正式开赛。球场上，足球如同
脱缰的野马，忽东忽西，攻守转换间展现了一幕幕紧张且扣
人心弦的对决。开场大约20分钟，锚队的前锋抓住机会首
开记录。白队不甘示弱，迅速调整战术，展开猛烈反攻。不
到5分钟，他们的五名队员如猛虎下山，锚队门将李铁仙一
时防守不住，白队扳回一球。上半场以1比1结束。

下半场，双方易边再战，持续约30分钟均无突破。锚
队屡次全力进攻，却屡遭对方阻挠和紧急救险，未能得
手。白队同样多次攻击对方要害，但要么球被踢出界外，
要么被球门李铁仙拒之门外。最终，在比赛结束前5分
钟，体能充沛的锚队队员抓住机会，再下一城，以2比1的
比分胜出，夺得冠军。

比赛结束后，在美华保育院举行了颁奖仪式，由募捐
赛会长、基督教内地会会长刘贻罴主持，鄂湘川黔边区公
署主任兼第五预备军司令刘峙派出的谘议王叔惠致辞。
王叔惠在讲话中强调，刘峙主任提供的奖品旨在鼓励大
家在足球赛中展现的急公好义精神，并希望将这种敢打
敢拼的精神延续到抗战中去，同时他也称赞了英国裁判
员的公正裁决。

次日下午，锚队和白队联合组成一支队伍，与驻宜昌
的英国军舰水兵进行了一场友谊赛。随着日军对宜昌的
轰炸日益频繁，足球和篮球活动被迫暂停。

宜昌沦陷后，民生公司在三斗坪设立办事处，锚队门
将李铁仙担任该处业务员。他将球场上的敢打敢拼精神
带到抗战中，守护着战时川江航运的第一道门户。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民生公司三段航行法
抢运抗战物资

他们还冒炮火开展国际足球募捐赛，抚恤灾民和慰问抗日将士
□韩玉洪

1937年春，在重庆最著名的餐馆留春幄彩门下，民
生公司董事长郑东琴身着酱色长袍，外披黑缎背心，他的
商人装扮之下，一顶西瓜皮帽掩不住眼中的锐利光芒，透

出一股不容忽视的威严。郑东琴身边还有代总经理宋师度等同仁
100多名，在此迎接从抗战前线归来、在考察川江三段航行法中不
幸受伤的周海清船长一行，为他们接风洗尘，以表慰劳。据民生公
司老员工介绍，郑董事长在公开场合总是这样着装。

宜昌四川中学足球队

三段航行中三段航行中，，川江临时码头露天货场川江临时码头露天货场。。

宜昌体育奖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