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菩提金刚塔附近，还有一
座抗建堂。沿着斜坡下去拐弯，
很容易就能找到。我去的时候这
幢建筑正在修缮。

抗建堂是抗战时期中国大后
方的戏剧中心。重庆成为陪都之
后，文化人士南迁，这里聚集了大
量的艺术工作者，是全国文化的
中心。那个时候话剧兴旺，为了
用文艺武器来支援抗战，鼓舞大
家斗志，艺术家们排演了大量的
话剧。郭沫若倡议修建了这个剧
院，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李森
题写名字“抗建堂”，含义是“抗战
必胜，建国必成”。在每年雾气浓
重、空袭较少的时候举行“雾季公
演”，很多话剧名家都在这里留下
了名字：曹禺、夏衍、郭沫若、吴祖
光、秦怡等在这里上演过《棠棣之
华》《北京人》《屈原》《雷雨》等著
名剧目。

可以说，这里记录着中国戏剧
史最重要的一笔。1987年，抗建
堂成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
的历史价值进一步得到了肯定。

我们去看的时候因为正在修
缮不能进去，只能在门外瞅瞅，看得
出装修是在努力还原民国的风格。

附近有个纯阳洞小区，紧邻
着菩提金刚塔和抗建堂。据说很
早以前有个道观，但现在早已无
从考证。如今这地方有个“纯阳
小酒馆”十分出名。这里的梅子
酒很可口，晚上食客众多。小酒
馆对面，还有一个烧饼铺。那里
卖重庆人吃惯了的锅盔。这种
锅盔和流行的“军屯锅盔”不同，
更像是新疆的馕，把面团放进炉
子里烘烤而成，是没有切口装馅
儿的。一般就两个口味，甜口和
咸口，甜口的是长长的椭圆形，
外面撒上芝麻，里面放了糖，烤
熟的时候糖融化到了面里，一口
一个甜；咸口的一般做成圆形，
放了盐和葱花，没有别的馅料，
一样好吃。

这一片区可以说是重庆老式
居民区的活样本了，里面藏着历史
遗迹和市井生活的多重画卷，并且因
为人的活动而一直充满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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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戏剧中心：
隐藏在山城小区里的历史遗迹

成都水津街：隐隐酒香萦绕
□冯晖

成都水津桥在镋钯街和水井街之间，
桥边的牌子上却写着“挡水桥”三个字，过
去这地方是没有桥的。桥东是街头花园，
花园后面是水井坊博物馆，博物馆斜对面
是水井人家小区。

据说，水井街是因过去有很多水井而
得名。其实，老成都水井非常多，民国时期
（1912—1949年），市区有水井6000余口。
水井街古时有一个大佛寺。清代乾隆年间
（1736—1795年），陕西人王氏兄弟在大佛
寺旁边开设了福升泉烧坊。烧坊就是烤酒
的作坊，而福升泉的名字是“全身佛”三个
字倒过来读的谐音。水井街的位置比较特
殊，靠近府河交通方便，河对岸有薛涛井，
水质特别适合酿酒。

福升泉所酿造的酒就是中国名酒全兴酒
的前身。1951年，以福升泉烧坊为基础建立
成都酒厂，生产全兴大曲。经考古发掘，在此
处发现了全世界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设施最
齐全的酿酒遗址——水井坊遗址。2001年，水
井坊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
在，这里修建了水井坊博物馆。

东门大桥以南、府河东岸就是水津街，
它和水井街在河边交会。据说，街名的由
来是因为过去此地有两个渡口。我查阅了
大量资料，都没有找到有关水津街渡口的
任何记载。1949年出版的成都地图上，在
南河口街、中河街和望江楼三处有渡口标
注，但在水津街一带没有。傅崇矩编纂的
《成都通览》有关于府河渡头的详细介绍，
其中提到了东门外大码头渡船、望江楼渡
船和安顺桥渡船，但也没有关于水津街渡
口的记载。询问曾经居住在此的老街坊，
也没有人记得水津街一带有渡口和渡船。

过去的水津街光是卖柴卖炭的就有好
几十家，运输货物的船只将木炭木柴卸下后
又把城内居民的粪便运走。那时，除机关、学
校和兵工厂等用煤为燃料外，居民皆烧木炭
和木柴，水津街是当时成都最大的木柴市场。

水津街很长，大概有500米吧，从东门
大桥一直延伸到合江桥。现在的水津街，
是由原来的水津街、外东上河坝街、南河街
构成。外东上河坝街过去叫上河坝街，为
了和北门的上河坝街区别，故改为此名。
南河口街靠近府河与南河交汇处，老成都
俗称为南河口，故得此街名。新版《成都街
巷志》有一张高华敏拍摄的南河口图片，从
拍摄位置和河流走向看，应该是站在珠市
街或大安街朝北拍摄的，远处的桥梁形似
东门桥，图片中近景处的停船码头，应是珠
市街，而不是水津街了。

□文/罗琳图/周江

菩提金刚塔位
于重庆观音岩的金
刚塔街，就在金刚
塔小区。它的建造
跟重庆城冲破古城
范围，进行现代化
扩容密不可分。

重庆古城，九
开八闭的城门中有
个通远门，“通远”
即意味着远行，这
个城门是重庆正西
方，是唯一不临水
的开门，通向西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陆路通道。

出了这个门，
其实就算是走出了
重庆老城。据说张
献忠攻下了重庆以
后，搞得十室九空，
杀了许多人，都扔
到通远门外暴尸，
所以七星岗这片的
乱葬岗规模更大
了，最后枇杷山都
像个棺材山了。

重庆清代一直设立重庆府和夔
州府，又分出酉阳和忠县两个直隶
州，直到1929年才正式成为民国二级
乙等的省辖市。潘文华出任市长以后，
觉得重庆要发展就必须扩建，不能缩在
老城墙里，“不然就永远困在一个凼凼
里”。渝中半岛其他地方都是水，只有
从通远门那里开始往外面扩建，这就涉
及到迁坟。对中国人来说，迁坟是大
事，所以阻力大得很。重庆民风彪悍，
袍哥众多，潘文华不得不费了些力气来
按平当时的反对意见。

不要看潘文华戴眼镜，他是正儿
八经的行伍出身，当兵的。并且还有
个外号“潘鹞子”，据说玩枪打拳，飞
檐走壁都很厉害，而且帮刘湘打了几
场硬仗，是真枪实弹在炮火中历练过
的。他性格刚硬，根本不会服软，
1949年率部在彭县起义。除了扩大
重庆的主城面积，他还修建了重庆第
一座自来水厂，修建发电厂，规划和建
设几条贯通主城的大马路（中山路）等
等。通过雷霆手段，通远门外的几十
万坟包花了五六年基本上迁完了。重
庆主城的面积一下子从七星岗扩展到
了上清寺。

菩提金刚塔是按照藏式佛塔设
计建造。基座和
塔身是方形，往
上 就 是 圆 形 宝
顶。塔身上刻着
《 佛 说 阿 弥 陀
经》，分别用汉藏
两 种 文 字 刻 着

“菩提金刚塔”的
名字，汉藏翻译
家、佛学家张心
若撰写了碑文。

这个佛塔有
鲜 明 的 时 代 印
记，是因为随着
重庆开埠和西方
文化的传入，重庆

的很多建筑里都有西方式样的影子，菩
提金刚塔也不例外。虽然宝顶是典型
的藏式佛塔，但塔身四角的柱子却是爱
奥尼克涡卷式的。整个塔有26米高，宝
顶就有3米，看上去庄严规整，很有几
分气势。

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本矗立的金
刚塔已经逐渐被周围的楼房包围了，
围在一个小区里，叫金刚塔小区。往
日的香火慢慢淡了，更多的染上了人
间烟火气。

重庆主城面积扩展到上清寺 抗建堂由郭沫若倡议修建
壹 贰

菩提金刚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