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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古时，，商贾贩夫从璧山马坊桥出发商贾贩夫从璧山马坊桥出发，，一路一路
向西向西，，经过界碑铺经过界碑铺，，进入到成渝古驿道永川进入到成渝古驿道永川
段段。。

在永川在永川，，他们要先经过隆济场他们要先经过隆济场、、小安小安、、大安大安、、
茶店等地茶店等地，，接着翻过铁岭山接着翻过铁岭山，，从永川城东门进入从永川城东门进入

城内的东皋驿城内的东皋驿，，再从西外街出城再从西外街出城，，过双石铺过双石铺、、耗子耗子
铺铺、、牛尾铺等地后牛尾铺等地后，，进入大足邮亭铺进入大足邮亭铺。。

永川境内的这一段成渝古驿道总长约为永川境内的这一段成渝古驿道总长约为
4545公里公里，，道路比较宽敞道路比较宽敞，，周边的配套设施也较周边的配套设施也较
为齐全为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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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落尽茶店场繁华落尽茶店场
川东大道展新颜川东大道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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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记者 黄琪奥

说到著名画家张大千，相信不少读者不会陌
生。但你可知道，张大千还与成渝古驿道颇有渊
源。

1916年5月，年仅17岁、在重庆求精中学读
书的张大千准备与同学一起结伴回家。由于他
的同学都住在成渝东大路沿线，而张大千的老家
又刚好在内江，于是他们决定沿东大路步行回
家。

旅程的前半程还算顺利，虽然遭遇了小股土
匪，但他们都顺利过关。当他们走到大足邮亭铺
时，却遇到了真正的麻烦。

张大千一行本来并不准备在邮亭停留，但由
于之前遭遇小股土匪，让他们身心俱疲，于是一行
人来到邮亭老街上的一个教堂，计划在此留宿。

让张大千等人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到达邮
亭之前，当地的民团打死了两名土匪。教堂内的
神父磐定安告诉张大千，土匪被打死后，人人自
危，根本不敢收留外地人，害怕土匪到来时，被误
认为包庇民兵，让他们赶紧离开。

经过再三纠结，张大千等人还是决定等天
亮后再走。他们通过翻墙的方式进入教堂，谁
知刚躺下没多久，邮亭老街上就响起了枪声。
一行人赶紧起来逃命，但没跑多远，就被土匪抓
住了。

根据张大千的回忆录记录，他被土匪抓了之
后，开始十分害怕，后来就平静下来。面对土匪的
逼问，他一口咬定自己家里是开杂货铺的，没有多
少钱。

让张大千没想到的是，当他在土匪的胁迫下，
给家人写信，让家里准备赎金时，土匪头子见张大
千的字写得很好，竟然让他当起了“师爷”。

自张大千在邮亭被绑，到最后被解救，他足
足当了 100 天的“师爷”。在这 100 天的时间
里，张大千被土匪挟持着先后辗转永川新店、来
苏等地。他利用这段时间不仅自学诗歌，还通
过自己有限的权利，让一些无辜的民众免受折
磨。

这一年9月10日，被绑架多日的张大千被成
功解救，顺利回到内江老家。

“从张大千的这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当时
的成渝东大路其实是机会与风险并存。”重庆自然
博物馆学者张颖说，特别是清末民初，包括邮亭、
永川等地的山上都有不少“棒老二”（土匪），他们
聚山而居，伺机抢劫来往客商。

那么，张大千当年被绑的邮亭铺现在如何了
呢？6月10日，记者一行来到邮亭老街。老街的
道路大约有3米宽，周围的房子虽然破败，但仔细
辨认，依然可以看出当日的辉煌。

“当时张大千路过邮亭铺时，正是它最辉煌的
时候，街上不仅商铺林立，还配备了古戏台、文庙
等配套设施。”张颖说，正因如此，英国外交官爱德
华·科尔伯恩·巴伯在其所著的《华西旅行考察记》
中写到邮亭铺时大力称赞，认为邮亭铺和资州（现
四川省资中县）是成渝东大路上最为繁荣兴旺的
地方。

张大千邮亭斗匪记

大足区邮亭铺老街。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永川铁岭山古驿道。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旧时永川城。
（西南大学历史地
理研究所供图）

□本报记者 黄琪奥

茶店场茶店场
“帽儿头饭”要卖出好几百碗

6月10日，天空放晴，从永川区人民政府
出发，沿着新修的兴业大道前行，大约20分钟
后，记者来到位于永川区大安街道的茶店老
街。

光绪年间的《永川县志》对于茶店老街所
在的茶店场是这样描述的：“茶店场，县东十五
里，创自前明，相传建文帝过宿，茶庵乃其遗
址，场因名焉。庵在街西。铺户百余家……为
川东大道。”

史料显示，永川境内的东大路道路比较宽
敞，其宽度在2米左右，可供两乘轿子或滑竿
并行。但记者眼前的茶店老街，却与“川东大
道”相去甚远，除了街道两旁荒废已久的房屋
外，很难寻觅到行人的身影。

“明清时期，这里可是另外一番景象。”大
安街道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华军介
绍，古时茶店场位于永川城外，由于城内住宿
较贵，不少客商、挑夫沿成渝东大路前往成都
时，通常会选择在茶店场住一晚，第二天再进
入永川城，并经过东皋驿、双石铺、太平桥，继
续西行。这些往来的客商和挑夫一方面给茶
店带来人气，另一方面也让它成为当时永川的
商贸中心。

英国外交官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在
1881年所著的《华西旅行考察记》中对茶店
及附近的永川城是这样描述的：“每一寸土地
都有人耕种庄稼，形式以梯田为主……在大
量农民的辛勤劳动和精心耕种之下，这里可
以说是全中国农业最为兴盛的地区……道路
曲折迂回，一转弯就能看到崭新景色……”虽
只有寥寥数语，却道出当时永川城及茶店场
的繁华。

今年78岁的大安街道居民曾德怀对记者
说：“小时候，我经常听爷爷说，民国初年茶店
场两旁都开满了店铺，有茶馆、饭店，还有杂货
铺。每逢赶场，整个茶店老街到处都是人，别
说过车，就算在街上穿行，也要费好大劲。”曾
德怀说，彼时，道路两旁小贩的叫卖声、街边茶
店内挑夫的谈话声汇聚在一起，让整个茶店充
满了生机。

那时，曾德怀的爷爷在茶店老街上开有一
家曾家旅馆。曾德怀的父亲曾经告诉他，曾家
旅馆共有10多个房间40多个床位，算是镇上
规模比较大的旅馆，但这依然无法满足往来客
商的需求。

“每逢赶场天，我家的旅馆总是爆满，光
‘帽儿头饭’（旧时巴蜀各地经营饭店，都将
碗中干饭盛得堆尖冒热，其尖为圆形，似草
帽顶状，故称帽儿头饭）就要卖出好几百
碗。挑夫们一边吃着‘帽儿头饭’，一边‘吹
壳子’（摆龙门阵）。在旅馆后厨，我父亲则
与爷爷奶奶一起，一边为客商们准备饭菜，
一边为他们准备洗澡水……当忙完这一切
后，通常已是午夜时分。”曾德怀曾多次听父
亲说过这样的场景。

闹热的茶店场也吸引了文人的到来。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进士、永川诗人罗
勋路过此地时，就有感于茶店场的繁华，挥
笔写下“景运有开先灿烂，依稀桃李自成蹊”

的诗句。
永川区文管所副研究馆员王昌文表示，上

世纪30年代，成渝公路通车后，茶店场的地位
逐渐下降，随着1952年成渝铁路的正式通车，
以及上世纪80年代茶店新街的建成，茶店渐
渐寂寥。

现在的茶店老街上只剩下10多户居民，
并且大部分都是老人，不时也有古道爱好者前
来老街探秘，寻找旧日时光的印记。

永川区政协副秘书长张义骞建议，永川
可借鉴陕西礼泉县袁家村、兴平马嵬驿民俗
文化村经验，对茶店老街进行整体开发。一
方面把茶店建设成一个开放式的以茶文化、
赶场文化为主题的民俗街区；另一方面着力
对“茶店场”品牌进行挖掘，形成茶馆一条街、
茶叶茶具茶艺展示展销一条街等特色街区，
打造独具创意的乡村旅游、民俗文化展示新
景点。

铁岭山铁岭山
骡马踩踏在青石板上留下沟槽

打探了茶店老街后，记者穿过兴业大道，
来到中山路街道孙家口村，再沿着大道旁的小
路前行数百米，就看到一座写有“铁岭山”的石
碑。石碑旁，约1.5米宽的青石板铺就的小路
蜿蜒向前，通向不远处的永川新城。

“这就是茶店老街附近的铁岭山。”王昌文
介绍，根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铁岭山因为
附近山石如铁色而得名。明清时期，该山设有
铁山铺，是成渝东大路上的重要节点。

作为古时的交通要道，铁岭山可曾留下岁
月的痕迹？沿着古驿道继续前行，大约走了
50米后，同行的刘华军停下脚步，扒开古道两
旁的野草。记者看见多数石板的两端各有一
个明显的坑，顺着古道，这些坑连成了沟槽。

这些坑从何而来？原来，作为重庆的西大
门，永川自古是来往成渝两地的必经之地。往
来于两地运送货物的骡马众多，在这些骡马的
反复踩压之下，青石板上就形成了沟槽。时过
境迁，繁华不在，这些沟槽却永远地留在了石
板之上。

“铁岭山上这条古驿道的附近，还是‘永川
古八景’之一的‘铁岭夏莲’所在地。”王昌文介
绍。

原来，铁岭山上有一处小水池，池中并无
莲，但有很多石孔，与莲相似，故得名“铁岭夏
莲”。

古道加上古景，自然让铁岭山受到众多文
人墨客的青睐。明万历年间永川知县张时照
在经过铁岭山时，就曾挥笔写下“芝草根何自，
莲生石窍清”的诗句，对“铁岭夏莲”进行赞美；
清代永川诗人李天英也曾用“三十六州铁，移
来聚此山……何人留手迹，拂拭出榛菅”来记
录铁岭山的美丽景色。

“作为成渝东大路上的重要节点，这条古
道在永川还有另外一个名称，那便是‘茶马古
道’。”王昌文说，根据史料推测，作为川渝地区
重要的茶叶产地，古时永川所产茶叶有一部分
是顺着这条驿道前往成都、雅安等地，在那里
经过简单的包装后，沿着那边的茶马古道被运
往云南、西藏等地。

站在铁岭山的古道上，记者听着远方永川
高铁站传来的火车进站声，看着脚下逐渐被荒
草淹没的成渝东大路，不由唏嘘不已。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永川正启动城
区东部30平方公里科技生态城建设。王昌文
建议把“铁岭夏莲”古景致、茶店场得名的传说
等相关地域文化符号，融入科技生态城的规划
建设中，进一步丰富科技生态城的人文内涵，
提高其开发利用价值。

大安场大安场
三道并存，时空在这里交汇

结束铁岭山的采访，记者一行驾车沿着成
渝公路向璧山方向前行约20分钟后，来到了
大安老街。“如果说铁岭山体现的是古道和古
景的交融，那么这里就是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之
地。”王昌文说。

记者的脚下，是曾经的东大路，一条青石
板路蜿蜒而下，通往远方；左边是成渝高速公
路；右边则是老成渝公路。

为何三条道路会在此处汇聚？“这和大安
老街的地理位置有关。”同行的重庆自然博物
馆学者张颖说，作为东大路上的重要交通枢
纽、永川的东部门户，大安场上接隆济、下接茶
店，历来都是成渝交通要站。其东侧场口外有
一个长坡，古驿道顺坡直上。上世纪30年代
修建成渝公路时，考虑坡度的原因，从坡脚绕
行而上；上世纪90年代成渝高速公路在修建
时也选择绕过斜坡，从侧面直接穿过。因而，
这里形成了三道并存的景观。

“对于永川来说，这三条路并不是简单的
公路。不同的历史时空在这里交汇，它们的修
建既见证了成渝地区自古以来的密切交往，也
造就了永川这数百年的繁华。”张义骞说，特别
在抗战期间，这里还见证了不少永川男儿出川
抗日的一段热血历史。

抗战期间，永川总计输送兵员25338人。
“据史料记载，当时永川男儿出川抗日需到重
庆集合，再从重庆坐船出三峡，前往抗日前
线。”张义骞说，当时成渝公路虽然已经修好，
但毕竟运力有限，由此推测一些战士是从永川
县城出发，沿着成渝东大路走到重庆，踏上抗
日前线的。

永川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发挥着
承东接西、左传右递的重要作用，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永川将如何实现进一步发
展，推进文旅融合？

据悉，永川将围绕把“城区建成景区的客
厅”这一目标，加快每500米一个市民公园、每
1000米一个休闲广场、每2000米一处湖泊景
观建设，充分彰显永川山水城市特色。

“同时，我们还提出‘让景区成为城市的花
园’的理念，通过对茶山竹海、松溉古镇等景区
进行提档升级，对铁岭山、茶店老街等成渝东
大路的重要节点进行集中保护的方式，建成一
批具有‘山、水、田、园’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
点，吸引更多人到永川感受田园好风光、体验
乡村慢生活，了解成渝东大路的那些故事。”张
义骞说。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为唱好“双城记”，
永川多方发力，去年8月，成都天府软件园与
永川大数据产业园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
300亿级大数据产业集群，推动川渝合作走
深走实。今年6月，永川区教委与四川泸州
市教委签订协议，两地将开展深度合作，加
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创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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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区大安茶店老街。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