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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8 月 19 日，日本军机轰炸了国
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中大校长罗
家伦即向最高当局申请，将中央大学本部
从南京迁往重庆，很快得到批准。罗校长
早已预见中日必有一战，故于 1935年前往
重庆物色了校址。但是南京到重庆将近两
千公里，当时既没有铁路贯通，也没有直达
公路，主要依靠长江水运。而从“七七”事
变爆发，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
长江上轮船的货运量激增，舱位常常供不
应求，中大众多师生员工和设备物资的撤
迁，无疑是相当艰巨的任务。学校研究后
决定，师生员工和家属先自行购买船票坐
船到武汉，再由中大设在武汉的联络处统
一安排舱位分期分批搭乘轮船到重庆。但
是还有两千多箱珍贵的图书资料和仪器，
教学用的大型设备，医学院用于教学的物
品和农学院从国外买来的各种珍稀动物，
如何才能搬迁到重庆，罗家伦感到很难
办。正在这时，卢作孚找上门来，表示愿意
用民生公司运送参加淞沪会战抗日将士的
返航轮船，免费协助中大撤迁，罗家伦不由
喜出望外。

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和总经理卢作孚，
早在1930年赴东北考察的时候就发现日本
有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他说：“我们一度
游历东北，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才憬
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
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才知所谓东北问题
者十分紧迫，国人还懵懵然未知，未谋所以
应付之。”为此，他率先投入了抗战的准备，
其中之一就是加速发展民生公司船队，并
用经济办法整合了濒于凋敝的川江民营航
运。1930 年卢作孚去东北时，民生公司只
有 3艘轮船，到抗战爆发时已发展到 46艘，
自宜昌到重庆这一段航线的轮船，都归属

了民生公司，从而为战时运输提供了可靠
保障。抗战爆发后，卢作孚当即表态：“国
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
就开始了。”并号召“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
员起来参加战争。”他在赶赴南京参与起草
中央抗战总动员计划草案期间，又赶回四
川，促请和运送川军出川抗战，同时还组织
指挥民生公司投入了长江沿线人员和物资
的大撤退。

卢作孚决定用民生公司的轮船免费协
助中大搬迁，是出于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
视。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就指出，“教
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国中万事，希望若
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在创办和经
营实业及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过程中，他
一刻也没有忽视教育事业，不仅把他创办
的事业变成了社会大学，还在经济上对科
教文化事业多有支持。1948 年卢作孚在

《如何改革小学教育》的文章中写道：“自己
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
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
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
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
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

训练有素的民生公司船队，在接到协
助中大搬迁的任务后，首先是不顾日机轰
炸，开至南京下关，载运中央大学图书仪器
2千余箱。然后是搬运大型设备器材，如 3
架航空工程系教学用的飞机及一个 7吨多
重、无法分拆、价值20万美元的空气力学实
验风洞。还有医学院用于解剖的泡制好的
死尸24具。民生公司还特别改造了一层船
舱，用来装运农学院从国外进口的牛、羊、
猪、鸡、鸭、兔等珍稀畜种，每样选一对运
走。为此，中大校长罗家伦在《口述笔记》
中说：“这条船拿基督教的圣经故事来作比

喻，就是等于‘罗哀宝筏’（Noah’Ark），拿中
国的诗句来说就是‘鸡犬图书共一船’。”把
民生公司船队比喻为“诺亚方舟”的典故便
由此而来。

在民生公司的无私支援下，中央大学
迁川，被誉为抗战时期学校内迁最快速、
完整和成功的典范。南京大学在该校百
年史中纪录其前身中央大学迁川历史时，
也特别指出：“民生公司这一举动，为保全
中央大学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中国高等教
育发展史上留下重重一笔”。其实，在中
大选择校址的问题上，卢作孚也帮了忙。
原本中大看上了重庆大学在沙坪坝松林
坡的一块土地，这里濒临嘉陵江，山清水
秀，自成小格局，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并
且得到了重庆大学的支持。但是在筹备
校舍建筑工程时，地方封建势力百般阻
挠，以所谓“下江人”入川会影响四川人利
益为由，逼迫重庆大学收回松林坡。罗家
伦为此找到正在南京参与抗战军务的四
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反复说明保全国家高

等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东南文化输入与交
流对四川文化发展大有裨益等理由，但成
效有限。最后还是请卢作孚从中协调，这
场风波才告平息。而大批师生员工由南
京到武汉再到宜昌，所乘之船舶也有民生
公司的，由宜昌到重庆则几乎都是乘坐民
生公司的轮船。

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得到快速发展，
成为战时最大的学府，学生人数由 1937年
战前在南京时的一千余人增至1941年的四
千余人，不但为战时文化教育起了赓续的
重要作用，也为国家培植了大批急需的专
业人才。

罗家伦曾对四川朋友开玩笑说：“我们
这次中央大学迁到四川以后，留下来文化
的种子多少，现在还不敢断定，可是牲畜的
种子，可以保证为你们确实的留下来了。”
事实证明，中大迁川不仅留下了牲畜的优
良品种，也延续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重
要血脉。

（作者系卢作孚长孙女）

重庆之美，美在山峦秀、江水流。而自然与人文的结
合，则赋予大美重庆与众不同的魅力。巴渝十二景之一的

“字水宵灯”与永川古八景之一的“三河汇碧”，就是大美重
庆的两朵奇葩。

字水宵灯

字水，为流经重庆市内的长江、嘉陵江之别称。因从高
处俯视，江水回环，曲折如巴字，故名“字水”。四川崇庆（今
崇州市）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解元何明礼以《重庆府》
为题写道：“江流自古书巴字，山色今朝画巨然。”清代诗人
姜会照则写下“一水流成字，潆回恰似巴。”

因为重庆城“凿岩为城，沿江为池……每夜万家灯火齐
明，层见叠出，高下各不相掩，光灼灼然，俯射江波，与星月
交璨，阴晦时更见波澄银树，浪卷金花，终古不能流去”，所
以乾隆年间巴县知县王尔鉴在主修《巴县志》时，“将巴渝旧
传八景汰三增七，为十二景”，将“字水宵灯”评定为巴渝十
二景之一，并赋诗道：

高下渝州屋，参差傍石城。
谁将万家炬，倒射一江明。
浪卷光难掩，云流影自清。
领看无尽意，天水共晶莹。

《巴县志》中收录清代诗人关于“字水宵灯”的诗作多
首。如张九镒写道：“结字不用书，江形会意领。日夕万家
灯，银树翻波影。水月与镜花，静者发深省。何如不夜春，一
片花明锦。”周绍缙写道：“字水流不夜，波影灯光浮。笑指洪
波里，光摇万家楼。”周开丰写道：“绕城皆是水，不夜自为
天。星系青天上，灯明绿水前。光辉饶璨烂，波浪共澄鲜。
谁诧姚江异？神灯作记传。”姜会照写道：“万家灯射一江连，
巴字光流不夜天。谁种榆河星历历，金波银树自澄鲜。”

今天的重庆，两江四岸的灯光秀让人流连忘返，两江游
已成为一张城市名片。如果王尔鉴、张九镒等古人能够穿
越回来夜游两江，看万家灯火、星月华灯倒映江中，不知又
会发出怎样的感叹？

三河汇碧

无独有偶，与重庆主城“巴”字水遥相呼应的，则有永川
老城的“永”字水。

在永川老城，有三水交汇于三岔河。三水，即东门河、
玉屏河、临江河三条河流。东门河自中山路街道东岳桥入
城，经水东门、小南门、大南门流入三岔河；玉屏河自真武山
北来，绕玉屏山经五板桥流入三岔河；临江河属长江北岸一
级支流，发源于宝峰镇境内的华家寺，自西向东流经来苏
镇、南大街街道，再经小桥子流入三岔河与玉屏河、东门河
会合。在古人眼中，三水合流，形如篆文“永”字，而秀水碧
波，犹如一幅天然字画，因名“三河汇碧”并列入永川古八景
之一。明正统年间，永川县教谕诸华曾赋诗：“北注西倾南
控濠，纵横缭绕胜挥毫。流成永字三江秀，汇入碧川万顷
涛。风雨不将图籍浸，谿山应共锦云高。仓王去后留遗迹，
鸟篆千年起凤髦。”

该诗巧妙地把“永川”二字嵌入诗中，感叹三河交汇形
如篆文“永”字的形态也许是文字之祖仓颉去后留下的遗
迹，正是由于永川山川秀美、地灵人杰，所以千百年来人才
辈出。

明万历年间，永川知县张时照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写道：
江盘巴字异，永字并称奇。
万里连江汉，朝宗羡委蛇。
该诗前两句将长江、嘉陵江在重庆盘成“巴”字形与东

门河、玉屏河、临江河三水合流于三岔河形如篆文“永”字相
比美；后两句对比这里的河水流淌万里汇入江汉主流，但主
流的长江却羡慕她在上游曲折行进的样子。

曾国藩作序
《〈日慎斋诗草〉笺注》出版

近日，在江津区诗词学会年会上，江津区文联、江津区
诗词学会等举行了《〈日慎斋诗草〉笺注》一书的发行式。

《日慎斋诗草》是 2020年江津区发现的一部由清代重
臣曾国藩作序，曾国藩门生、江津县进士李嗣元的诗集。该
书是重庆市至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部由曾国藩作序的文
集，存世极少，属珍贵文献。2020年 8月 18日，江津区相关
部门和重庆市诗词学会、市文史研究会、市古籍保护专家委
员会等召开《曾国藩与江津李氏诗人文献挖掘座谈会》，会
议要求江津区文联、区作协和区诗词学会开展好《日慎斋诗
草》的古籍再造、原诗笺注和学术研究三项工作。古籍再造
已于2021年完成。《〈日慎斋诗草〉笺注》由团结出版社正式
出版，31万字，所笺注内容通俗易懂。

李嗣元，字春甫，江津县鹤山坪人，生于清嘉庆二十五
年，道光二十三年中举人，道光三十年中进士，进翰林院，后
由刑部主事分发云南同知，再升知府。曾国藩对李嗣元教
诲谆谆，师生情谊深厚，常相互唱和。曾国藩曾有诗寄怀李
嗣元：“不见李生今四载，我有情怀浩如海”。咸丰八年李嗣
元在云南殉职，曾国藩接到噩耗，“余大恸，泪下如雨”。李
嗣元殉职后被敕赠太仆寺卿、云骑尉世职等。清同治十年
李嗣元门生和亲友族人编印李嗣元诗集《日慎斋诗草》，收
录李嗣元632首古今体诗词。其中一部分内容涉及江津鹤
山坪以及巴蜀人文景观。该书署名“江津李嗣元春甫著”，
曾国藩为此专作 560字的《日慎斋诗草序》，并刊列书首。

（庞国翔）

铜梁区政协启动
《镇、街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工作

为传承弘扬历史文化，展示龙乡铜梁魅力与风采，铜梁
区政协近期启动了《铜梁区镇、街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工作。

该《丛书》以镇街为单位进行编纂，以亲历、亲见、亲闻
为出发点，挖掘各镇街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反映各镇
街历史沿革与变迁，展示各镇街独特的自然景观、浓郁的民
俗风情以及旧貌新颜等。

目前，《丛书》资料收集、采编、整理等工作已全面展开，
预计今年10月首册《安居卷》即可成书。 （汪 谧）

杜氏庄园位于丰都县董家镇彭家坝
村五组，距县城77公里。修建于上世纪
40年代的杜氏庄园，内有四合院、大皋
庐、小皋庐，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庄
园主体是一座两进四合院，穿斗木结构
的前堂、中堂、后堂及左右厢房一应俱
全，小青瓦悬山式双坡屋顶中轴对称，分
三梯而建，结构紧密，最顶楼是四面突起
的三角形，外围的戏台、赏鱼池、大坝及
雕工精美的石狮子、莲台，给人一番盛景
光年的感觉。庄园依山而建，属川东特

色的防御性四合院式民居。
庄园的主人是民国时期川东乡绅

杜宜清。杜宜清学名杜光甫，其父杜茂
森膝下有五子，杜宜清身居老五，在父
亲病逝后，杜宜清便用继承的家产扩建
了杜氏庄园。与其说是他的府邸，不如
说是一座善堂。抗日战争时期，杜宜清
将庄园变为学堂，为了纪念父亲取名为

“茂森小学”。为了方便较远的孩子，他
把庄园分割了一部分出来用作宿舍。
他还在学校积极宣传抗日爱国思想、救

国主张，庄园学校门石墙上有杜宜清书
写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大字，
告诫全体师生务必树立抗日救国决
心。新中国成立前，茂森小学是丰都有
名的私立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
子；新中国成立后，在杜宜清庄园办起
了小学、初中、高中。位于庄园东北角
的教学楼修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庄
园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曾是丰都县第八
中学所在地。1995年，丰都县第八中学
校从杜宜清庄园迁到董家镇场镇，从
此，这里多了几分寂静，少了几分喧嚣，
杜氏庄园一度沉寂了下来。

2009年12月，杜氏庄园被市政府命
名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优秀近现代
建筑，为研究我国南方民居建筑工艺提
供了实物资料。2013年 6月，丰都县相
关部门对杜氏庄园进行了抢救性修复
保护工作，最终使这一文化遗产得以修
茸一新。在杜氏庄园几公里以外的地
方，修建有另外一座皋庐，杜宪国宅（杜
宪国为杜宜清的哥哥），始建于民国期
间，为单体四层楼石结构，建筑面积189
平方米，在二楼墙壁题刻有“皋庐落成
记序”。

当年，这座石头碉楼一样的建筑为
何会取名为皋庐呢？皋庐的意思为修

建在水边高地上的建筑。据当地村民
介绍，以前这座建筑前均有宽大的沟
渠，保护着建筑物，故名为皋庐。在皋
庐大门两边的墙上有很多的小孔，据村
民介绍，这些小孔很特别，外面看起来
很小，可是里面却很大，这是为了在有
匪患接近的时候，枪口可以 360度射击
敌人。

如今宽阔的水泥路连通杜氏庄
园，周围的村道路也已硬化，常有游客
慕名前来参观，政协委员也前来调研，
提出系列建设杜氏庄园景区的建议。
如今董家镇采纳了委员建议，提出打
造杜氏庄园大景区的规划，以带动乡
村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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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闻 问 切 ”

渝派川菜百菜百味、小吃众多，本埠的老食客个个精明。
他们选择餐馆，方法大致有如下种种，犹如老中医，讲究望、
闻、问、切四法。

望

从前的餐馆，食材多码放在临街或进门处的案板上。老
食客来就餐，决不会立即叫菜，先要仔细观察一番菜品。店家
的鱼鳃是红是黑，猪头肉上的鬃毛打整得干不干净，冬瓜南瓜
老不老，茄子豇豆长虫没有。然后瞟瞟店堂，地上光洁与否。
再瞥瞥洗碗槽，若是脏碗筷成堆，苍蝇蚊子萦绕，立马走人。
若是干净的碗筷煮在大锅里消毒，加分。然后就去看菜牌子，
关注性价比。同样的炒肉丝、回锅肉，这家的标价不能比其它
家离谱，除非有上乘之处，名声在外。物美价廉，必然是首选。

闻

老食客的鼻子尖，嗅觉特别灵敏，以鼻子作为探路的拐
杖。诸如走到小面摊前，他们的习惯动作就是闻闻辣椒香不
香，如果不是清早现炸制的，多半会拂袖而去。花椒方面，以
茂县、汶川或遵义的为佳，其它品种则差强人意。店家熬制的
猪油，是肥膘油，还是正宗的板油，他们也能辨别。大热天，超
过半个月的猪油最好不要再添进面碗。做熨斗糕的，鸡蛋不
可臭哄哄；做凉面的，切忌使用劣质菜油；做凉虾凉糕者，少来
掺糖精；做烧饼者，隔年的芝麻慎用，等等。

抗战时期大批文化人来重庆，掌故不少。
郭沫若在军委会政治部任厅长，说起来按月关饷，其实

相当微薄。他请客老是挑选通远门内金汤街的一家小餐
馆，那里的牛肉面地道，余韵深长。久而久之，店家得知他
是大文豪，请他留墨宝，他欣然题写“星临轩”三字，该店遂
美名远扬。

老舍好客，每有朋友上门，聊完抗敌文协的公事，他总
要热情挽留说：“我最近发现一家小馆子，炒菜很不错，咱们
一道去品尝吧。”他去的餐馆，以北方味和面食馆为主。

梁实秋属于美食家，他在《中央日报》编副刊，时常出没
于上半城的餐馆，愉快地吃到不少好菜，店家也愉快地赚了
不少钱。

张恨水在《重庆旅感录》中写道：“渝市大小吃食馆本极
多，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客民麇集之后，平津京苏广
东菜馆，如春笋怒发，愈觉触目皆是。大批北味最盛行，粤
味次之，京苏馆又居其次。且主持得人，营业皆不恶。”

田汉在日记中写道：“留香园雅洁可爱，只卖下酒的菜
如花生米、豆腐、皮蛋、牛肉干之类。”可见《义勇军进行曲》
的词作者，闲来也喜爱小酌两杯。

茅盾在《雾重庆拾零》中写道：“重庆市大小饭店之多，
实足惊人。花上三块钱聊可一饱的小饭店中，常见有短衫
朋友高踞座头，居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中山装之公务员
或烂洋服之文化人，则战战兢兢，猪油菜饭一客而已。”

问

鼻子下面有张嘴，老食客爱提问。老板，你说你
那个是土鸡，怎么脚爪爪现黄色？这条江团号称野
生，而今眼目下正值禁渔期，你从哪里捞起来的哟？
你的老鸭汤上桌肥嘟嘟，一咬一包油，恐怕既非土鸭
也非老鸭。还有那个牛肉，明明是水牛嘛，你赌咒发
誓说成黄牛。肉丸子筋筋吊吊的，哪是什么眉毛肉
哦。点菜之后，有的顾客还要啰嗦几句，嘱咐店家
说，我们点的那只鸡公是四斤半，莫要杀错，与别人
点的小鸡弄混淆。

切

所谓切，就是分析推敲的意思，老食客最在乎上
座率。正餐时刻，有的馆子外表简陋，设施一般，却
人山人海，排队打涌堂。有的馆子装修豪华，灯火辉
煌，侍应生站成一排，却门可罗雀。老食客总是直奔
前者。为什么？餐馆顾客多，说明或是菜品味道巴
适，或是价格公道，或是分量旺实，或是独门绝品。
最起码用餐人数多，食材不会积压，保证可吃到新鲜
东西。而那些冷清的馆子，可能是味道较差，价格不
美，分量不多。老食客宁愿去打挤，甚至站在餐桌前
耐心等候空座，也不愿去空座很多的餐馆。

杜氏庄园（资料图片）

运送师生西迁的民生轮船 西迁后的中央大学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