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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打
牌还是做生意，如

果输了，而且输得有点惨，重
庆人总爱说“输到唐家沱”。重

庆城下游的“沱”不少，为何没有“输到窍
角沱”“输到白沙沱”之类的说法，偏偏就
选择了唐家沱？其中意味何在？

长江从朝天门东去30里，被一座大山
拦住，在山脚转了一个大弯，然后再转了
一个90度的弯，冲破大山夺门而去。那冲
破的大山缺口就是铜锣峡，峡口附近的河
湾就是唐家沱。唐家沱是长江上游有名
的回水沱。由于连续转了两个弯，回水沱
里水流缓慢。江水要从峡口出去，也真的
要费点力气，还要靠点运气。发大水期
间，上游冲下来的破烂，往往要在回水沱
里盘旋好几圈，几天甚至几十天都难以冲
出，只好在回水沱里待着。

过去发大水时，江水异常湍急，经常

淹死人。夏天淹死的人穿得少，急
流翻涌，几下子就将衣裤卷掉了，因此
大多都一丝不挂。一个人光条条的了，什
么都没有了，当然是最穷的了。于是，人
们把“输”到极致，形容为“输到唐家沱”。

过去，重庆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靠水
路。唐家沱地处重庆东大门，历来是兵
家必争之地。早在巴国时，唐家沱就是
联系巴国都城江州与巴人聚居地广阳坝
的交通要冲，巴人在铜锣峡口建有阳关，
阳关就成为巴国三关的最后一关（另两
关为湖北清江上的扦关、奉节夔门的江
关）。三国时期，蜀将邓芝在唐家沱附近
重筑阳关，并将江州州治搬到阳关里，可
见其地位的重要。历史上，铜锣峡发生
过好多次大战。当年，张献忠溯江而上，
所向披靡，一路夺关斩将，却被明军阻击
在铜锣峡外，难以前进。没有办法，他才
悄悄带领数千精骑，抄小路奔袭江津，然

后顺江而下攻占了重庆城。
清康乾时期，重庆经济迅速发展，与

湖广江浙的联系逐渐增多。作为交通要
道，唐家沱也逐渐繁荣起来。清咸丰十
年（1860年），川东道便在唐家沱设立厘
金卡，对过往船只所载货物按以百抽一
的比例抽取货厘。这实际上是一种“关
税”。重庆被迫开关后，重庆海关又在唐
家沱设立验货处。民国初年军阀混战，
谁占据唐家沱谁就在此设卡，抽取捐税
以补贴军费。直到重庆解放前夕，唐家
沱都是重庆水上三大关卡之一（另两个
在黄沙溪和刘家台），设有船只和武装人
员。这种特殊的位置使唐家沱成为重庆
下游最重要的水码头。

抗战时期，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

炸，国民政府为疏散机关
和人员，在唐家沱洞梁河西

侧修建新村，不少名人都在唐家沱住
过。茅盾当年就住在唐家沱新村，创
作了《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等长

篇小说。后来，新村成为东风造船厂厂
区，演变成唐家沱的新中心。

虽然唐家沱历史悠久，但唐家沱这
个地名却是后来才有的。清初“湖广填
四川”，一个姓唐的人在此落户，开荒种
地，天长日久，唐家沱才叫出了名。两三
百年间，没有人因为“输到唐家沱”而感
觉有什么异样，就是唐家沱的人也没有
因此而觉得丢脸。

唐家沱背靠铁山坪，面临长江，与黄
山隔江相望，有洞梁河横贯全境，风光绮
丽。随着五桂路（现“海尔路”）修通，交通
日益方便，附近已经建起港城工业园。
靠山临江，风水极佳。尽管唐家沱目前
略显荒凉，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它就会
大变样的。 （作者系资深民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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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我踏着软绵绵的春风，沿

着磁器口嘉陵江沙滨路健身步道，往双
碑方向走去。嘉陵江两岸的绿树，春风
剪出了嫩芽，粉红的桃梅吐出新蕾。

穿过双碑嘉陵江大桥，在江
岸林立的高楼中，一栋栋色彩
斑驳、低矮的砖楼出现在
眼前，经打听方知，这里
就是曾经的重庆嘉陵
机器厂家属院之一

“松江村”。楼群掩映
在繁茂的黄葛树绿
荫丛中，格外古朴。
楼房外的屋檐下，悬
挂着花花绿绿的衣
服、青菜、家什等，透
出浓浓的烟火味。

一位嘉陵厂老员
工告诉我，以双碑大桥为
界，特钢厂已全部拆迁，修
建了“金融街”小区，而松江村还
保留着当年的建筑风貌，生活在这里的
居民，基本是厂里的老员工，下一代早
已另购房居住，现正在规划拆建“春江
兰庭”小区。

松江村嘉陵厂生活区，在歌乐山下
顺江而建，大多数建筑是平房和一楼一底
的砖瓦楼房，最高三楼一底，现在成为“城
中村”，破旧的楼房透出浓浓的沧桑感。
在松江村，多户人家门上的大红春联，还
散发着春节喜庆祥和的余温；阳台和屋檐
下晾晒的衣物、走廊上堆满的木桌等家
具，透出浓浓的生活气息。走进一座庭
院，几位老人坐在院坝的木椅上，品茶闲
聊，龙门阵摆到动情处，笑得前仰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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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嘉陵厂的前身是江南

制造总局在上海龙华镇设立的分局，专
门生产和修复枪支，取名“龙华枪子
厂”。“九一八”事变后，工厂辗转搬迁到
河南巩县、湖南株洲等地。1938年，工
厂从株洲内迁到沙坪坝歌乐山下嘉陵
江畔，更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五
兵工厂”，为抗战制造枪弹、木柄
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成为抗战
时期的军工重地，为了保密，对

外称为“念吾农圃”。
嘉陵厂与抗战期间迁建重庆的20

余家兵工厂，组成全国最大的兵器工业
中心，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后勤保障基
地，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据《抗战时
期重庆的兵器工业》记载：兵工署第25

工厂，对外保密代号“念吾农圃”，
原系湖南株洲炮兵技术研究

处之枪弹厂，1938年4月
奉署令迁重庆，勘定重
庆沙坪坝张家溪一带
为厂址，1939年元
旦正式从炮技处分
出，成立第二十五
工厂。抗战期间，
该厂产品以枪弹、
手榴弹为主，机器
设备有原上海兵工
厂制造枪弹的机器，

也有抗战前夕炮技处
从德国订购的产品。该

厂占地面积2700余亩，为
了安全，重要机件如制弹、熔

铜、轧钢等设备，均设于山洞厂房内
（全厂有山洞厂房40座）。抗战期间，该
厂是国民政府掌握的重要枪弹专业生产
厂家。1945年，该厂有机器设备1430
台，员工共计3267人，每月能生产各种
枪弹550万粒、手榴弹6万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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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厂更名

为“国营嘉陵机器厂”。1979年实施
“军转民”政策，开发生产民用摩托车，
“嘉陵摩托”由此诞生。1983年，“嘉
陵”摩托车的年产量突破10万辆，最高
峰时的2005年产量达到130万辆，成
为全国产量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厂家，与
嘉陵厂相关的从业人员超过百万人。辉
煌时期，工厂设有职工医院、学校、游乐
场等配套设施，留下松江、堆金、大石、自
由、六洞、枝元等几万人的村落生活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厂成立中国
嘉陵集团，与日本本田公司开展技术合

作，并开始跨行业、跨系统
进行合作。浦陵机器

厂、华伟电子设
备厂、红山
铸造厂、南
川 农 机 厂

成为首批紧密合作的
厂家，后来又与100多家
厂家进行合作，成为中国最
早开展国际合作的摩托车企
业，被国家统计局技术进步评价
中心授予“中国摩托车之王”称号。

2012年，嘉陵股份公司整体搬迁
到璧山，双碑的旧厂址遗存有兵工厂旧
址、老旧军工设备等，被保护、开发成为
一座展示军工文化的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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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多次探访“松江村”。这次探访

中，我遇到了现年94岁高龄的高老太。
她是重庆青木关人，1958年进入“嘉陵医
院”工作，已在松江村生活了近70年，见
证了嘉陵厂的兴衰。如今高老太四世同
堂，儿孙们都已搬至繁华都市另住，她不
愿离开松江村。“这里环境幽静，适宜养
老。再说，我也舍不得离开这里。”她说。

在松江村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苏
联专家楼”外的空坝上，我遇到几位嘉陵
厂的二代员工，他们手捧茶杯，围坐在黄
葛树下闲聊。杨大爷告诉我，他祖孙三代
都是嘉陵厂的职工，他父亲民国时期就进
厂了。“这一带虽然偏僻，但有两大厂集中
在这里，以张家溪石桥为界，河对岸是兵
工署第24兵工厂（后来的“重庆特钢”），
与25兵工厂隔河相望，来来往往的客货
船只，停泊在嘉陵江张家溪码头，繁华仅
次于磁器口码头。”杨大爷说。

在菜园摘菜的叶老五告诉我，他
1958年随父亲从堆金村搬迁到松江村
居住，至今已近70年。他父亲是民国
时期就进厂的老员工，他1979年顶替
父亲进入嘉陵厂，2012年退休，现一直
居住在松江村，在院外空地种菜自足，
生活充实有趣。

据老员工介绍，嘉陵厂繁荣时期，很
多周边区县的农民涌到嘉陵厂务工。租
房居住在松江村的吴来银，今年81岁，
四川蓬溪县人，年轻时曾在青海和涪陵
816核工厂当工程兵，1969年退伍回乡
务农，20世纪90年代进入嘉陵厂务工，
先后干杂工、绿化工，在这里居住生活了
30余年，儿子、女儿也先后来重庆定居
生活，他与老伴一直生活在松江村。他
告诉我，嘉陵厂搬迁到璧山后，职工家属
随迁，生活在老厂区的住户，很大一部分
变成了租房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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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嘉陵厂旧址，40多年前学骑

“嘉陵”摩托车的往事浮现眼前。1982
年7月，我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石柱县
龙河岸边的沙子小学工作。当年不通
公路，稻谷飘香时节，我背着行囊，从大
风堡群峰脚下的老家，步行5个多小
时，走进四周群山环抱的校园。

这里大山簇拥，长江一级支流龙河
上游沙子河，蜿蜒如龙在此分割出半月形
的小岛，沙子区场就坐落在八角瓣山峰下
的河畔小岛上，这里曾是古代由川入鄂的
盐运大路咽喉要道，有“川鄂咽喉”之称，
市场繁荣，民风剽悍。我当年刚步入社
会，生活充满激情，课余除写作、临池外，
还先后学会了骑自行车、骑摩托车。

当时，我认识了在曽医站工作的一
位朋友，他是本地人，收入较高，人脉也
广，率先购买了一辆嘉陵摩托车。该车
结构简单，驾驶方便，只需脚踩发动机
杆启动，右手控制油门，便可行驶。当
年有摩托车的人极少，整个区场仅有四
五辆。每次骑行在街道上，他都有意加
大油门炫耀，“呜—呜—”的轰鸣声引来
众人驻足观看。那时，我经常借用他的
摩托车，到乡村走亲访友。

时过境迁，如今没有了当年机器的
轰鸣和喧闹，重庆嘉陵机器厂旧址已成
为沙坪坝区不可移动文物，歌乐山下的
嘉陵江见证了嘉陵厂的兴衰。岁月在
古旧的楼房砖墙上刻下道道印痕，漫步
其间，江风、山风吹来，像在翻阅一部厚
重的工业史，令人感慨万千。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为啥要说“输到唐家沱”
□李正权

嘉陵厂松江村
几代人充满烟火味的乡愁

□黄玉才

嘉陵厂是重庆嘉陵机器厂的简称，其前身是清光绪年间的江南制造总局
龙华枪子厂，历史悠久。它曾是红遍大江南北的西南军工企业，成为了几代重
庆人的记忆，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重庆嘉陵机器厂旧址，嘉陵江畔的“世外桃源”，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松江
村”，成为几代重庆人的乡愁。

重庆嘉陵厂生产
车间(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