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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祠庙馆所命名

青羊正街附青羊上街

由于成都有一座全国著名的道教官

观青羊富，所以成都以青羊为名的街巷

有十几条之多。

西汉的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

“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

日：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

吾。”后人遂有老子命青帝子化为青羊，

乘坐而降临成都的传说。相传早在汉代

这里就有青羊肆，在成都大邑县鹤鸣山

创立道教的张天师曾经在这里传道，以

后就有了青羊观和玄中观。唐僖宗中和

三年(883年)，经过扩建之后正式命名

为青羊官，几经兴废，现在的建筑是经

过清代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四朝多

次重建与扩建之后形成的(建国以后修

建道路时，先后两次拆除了一些山门部

街巷

分的建筑，所以现在的建筑格局已经不 民国初年的青羊官大门 f法]杜满希提供

完整)。

青羊官的主殿是三清殿，殿前的八卦亭为全木石结构，相互斗榫衔接，

没有一楔一栓，外檐石柱浮雕镂空滚龙抱柱，是全国罕见的石刻艺术珍品。

三清殿内有一对著名的铜制青羊，一单角，一双角。单角青羊是清雍正元年

(1723年)四川遂宁籍大学士张鹏翮从北京购得赠给青羊宫的(至今在铜座

前端还有张的题诗)，形状奇特，鼠耳、牛鼻、虎爪、兔背、龙角、蛇尾、马

嘴、羊胡、猴颈、鸡眼、狗腹、猪臀，为十二生肖的化身。一说是南宋大奸臣

贾似道府中红梅阁遗物，一说是明代大奸臣严嵩家遗物。双角青羊为清道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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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829年)为了与单角青羊匹配而在成都铸造的。老成都人中有很多人都

相信亲手抚摸这一对青羊之后有病者祛病，无病者延年，求子嗣的妇女则可能

有孕，在夏历二月十五李老君生日这一天特别灵验，所以这一对青羊被人们摸

得来闪闪发亮。正如清代著名文士刘师亮的《竹枝词》所说：“闻说铜羊独出

奇，摸能治病祛巫医。求男更有新方法，热手摸他冷肚皮。”

三清殿后面有三座土台，过去称为紫金台、降生台、说法台．被赋予了很

多神话色彩。近年来对台基之下的遗物进行考察，有可能是唐宋时期的陶瓷古

窑窑址。

青羊宫中所收藏的大量文物中，《重刊道藏辑要》木刻版片是极为重要的

一种。“道藏”是我国本土宗教道教典籍的总称，清康熙年间，彭定求在明正

统“道藏”的基础上编辑了著名的《道藏辑要》。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成

都二仙庵主持阎承和发起重编，历时9年，完成了《重刊道藏辑要*。接着又

开始了雕刻经版的巨大工程，历时15年，一直到1915年才告竣工。共刻梨木

经版14000多块，每块两面刻字，印装之后每部《重刊道藏辑要*共245册，

成为我国文化史上完成的最后一部木刻版巨著。由于三代道士的经心保管，除

在“文革”中损失400余块之外，全部版片得以完整保存在二仙庵的丹台碧洞

书房之中，成为成都这个我国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心所保存的唯一的一部大型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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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印刷实物，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改革开放之后，对Ⅸ重刊道藏辑要》所

缺版片进行了补刻，然后开始一部一部地印刷流行，青羊宫也就成为了成都乃

至我国西部汉族地区唯一的一处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工艺印刷书籍的地方，唯一

的一处可以供传统文化爱好者参观雕版印刷术的展示地。

青羊官从来就是成都的游览胜地，如陆游诗中所描述的；“当年走马锦城

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直到清末，青羊

官与相邻的二仙庵一带仍然还是成都郊外十分漂亮的乡村，当时的著名诗人赵

熙笔下是这样描绘的：“青羊一带野人家，稚女茅檐学煮茶。笼竹绿于诸葛庙，

·青羊宫存放(重刊道藏辑要)

经版的库房
20世纪90年代赖武摄影

T民目时期青羊官八卦亭
Ⅻ术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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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红艳放翁花。”青羊宫与二仙庵外侧的小街道(也就是后来的青羊正街)

一直到抗日战争之前都还是郊外的一个场镇，名字就叫青羊场，是成都南门外

一个重要的米市和猪市。和四川乡间的其他乡场一样，青羊场也是要逢场时

才会有较多的人流。李劫人先生在1925年写过一篇名字就叫《青羊场》的散

文，他说：“场街只一条，人家并不多，除二、五、八的场期外，平常真清静极

了。”正因为这一地区是这样的一个郊外胜地，所以成都著名的灯会与花会长

期都在这一地区举行。

正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元宵佳节，每逢元宵之夜举行灯会，官民共同观

灯，是我国城乡各地普遍存在的古老风俗，相传始于汉代，成都也不例外。成

都的灯会在唐宋时期十分辉煌而且盛于他州，唐代诗人卢照邻就有记叙“锦里

开芳宴”的《十五夜观灯势一诗，宋代诗人田况曾经在((上元灯夕》一诗中写

道：“予尝观四方，无不乐嬉游。唯兹全蜀区，民物繁他外I。春宵宝灯燃，锦里

香烟浮。连城悉奔鹜，千里穷边陬。”发展到了清代，是在各街各巷、家家门

上点灯。正月初一开始点灯，称为“上灯”；正月初九各寺庙、会馆、街坊树立

灯竿，红灯高挂，称为“出灯”；元宵佳节则全城点灯，蔚为壮观，称为“放

灯”。在多数情况下，十六以后便告结束，但是十七这一天也有灯，称为“残

灯会”，主要是供在灯会期间维持治安的工作人员观赏。当时最为热闹之处是

商业最繁华的东大街。到了清末民初，又逐渐集中到从华兴街到商业场的市中

心商业区。当时有《竹枝词》记其事：“香车宝马任纷驰，月转花梢玉漏迟。等

是蓉城风景好，万家灯样斗新奇。”观灯之时还有猜灯谜的活动。后因军阀混

战与抗日战争，成都的灯会曾经停办多年。建国初期，全市并未举行过集中的

灯会。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复苏，成都市第一届由政府举办的灯会在青

羊宫(包括与之相邻的二仙庵)中举行，以后遂年年举办(因为文化大革命的

关系在1965年至1973年停办。这以后，1979年又停办过一年)，会期一个月

左右，而且逐渐将新科技融会在传统的花灯之中，使其风格多变、内容常新、

趣味性和知识性增强。形式不再是传统的纸扎灯而是可以动的电光灯，材质增

加为绢纺、玻璃、瓷器、糖画等，内容更是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周恩来总理

曾经参观过1964年的灯会。从1981年开始，成都灯会走出四川，应邀到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二十多个城市和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

展出，成为了成都市的一个文化品牌。1984年的灯会共举办了32天，共接待

观众190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由于文化公园的面积不大，周围交通

拥挤，停车困难，从2004年开始，灯会移到面积更大的塔子山公园举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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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宫第六次劝业会大门是用松枝扎成的，大门的对联

是“来百工而创业。廓三市以开座。”

1911年 [*】杜满希提供

，劝业舍颁奖仪式】911年 [美]路得·那爱砖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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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仍然在文化公园举办。

灯会结束后就是花会，两者相接，有如清代的((竹枝词》所说的“灯市未

残花市到，春风何处不相逢”。

成都花会由来已久。从唐人萧遘在《成都》一诗中“月晓已开花市合”

的诗句来看，当时的成都就已经有花会。清人张澍在((蜀典》中引((成都古今

记》关于成都唐宋时期著名的十二市的记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

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

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这应当是唐宋时期成都经济文化繁荣

的最佳写照。农历二月间的市民节日就是花市，也就是花会。南宋时更有记载

说是“成都二月花市，各在花农辟圃卖花，陈列百卉，蔚为香国”。元代和明

代，上述的繁盛不再，花会也不见记载，很可能是随着当时整个四川社会经济

的衰退而停办了。到了清代中期，四川的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唐宋时期成都极

为流行的群体性游赏活动也得以恢复。这时的成都人又将青羊宫中的李老君与

青羊宫侧百花潭、浣花溪的浣花夫人的故事联系了起来。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

相传是李老君生日，也是民间的花朝日(即百花的生日)，每年农历三月三日

相传是浣花夫人的生日(成都关于浣花夫人生日一直有两种说法并存，另一说

是农历四月十九)，成都人纷纷前往从青羊官到浣花溪一带踏青赏花，这样就

逐渐形成了著名的青羊宫花会，而且成为了一项固定的盛会，每年都在青羊宫

与二仙庵中举行，并且还具有我国古代庙会的游赏、商贸加美食相结合的明显

特点。清人的成都《竹枝词》说：“青羊宫接二仙庵，花满芳塍水满潭。一路

纸鸢飞不断，年年赛会在城南。”清代花会的时间比现在要短，据王闽运《湘

绮楼日记》在光绪五年二月十四日所记，是“花市自十日起，十九日止”，只

有10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劝业道总办周善培和四川劝工总局总办沈

秉坤正式将花会更名为“商业劝工会”(即商贸展销会)。1906年，在首届商

业劝工会上展出了来自蜀中各地的各种货物3400多种，在会上还要评奖发奖

(所发的一、二、三等奖共12个，新潮展品占了5个，第一名是理化仪器，

可见当时大力提倡新学)。从1906年到1911年，商业劝工会连续举办了6届

花会(1908年，商业劝工会更名为劝业会)，参加的商家与手工艺人愈来愈

多，这样就使花会的内容愈来愈丰富。这时的花会还吸引了西北的少数民族乃

至外商携带他们的产品前来参加，周钟岳在他的长诗《游青羊官花会》中就

有“波斯胡贾嗜奇玩，囊倾乌弋人头钱”之载。从1918年起又增加了“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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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即比武打擂，因为比赛是从资格赛、蓝章赛、银章赛、金章赛一级一级

上升，所以一般都称之为“打金章”。1922年以后还举办过女子打擂，青羊宫

最后一次举办的比武打擂是建国之初的1950年2月)，使花会愈来愈热闹。在

结束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之后，1936年的花会会期是从3月8日到4月30日，

会场占地100多亩，分为5进36路，是建国以前规模最大的一次花会。1937

年又在这里举行了四川省第一届物品展览会。可以认为，将我国传统的庙会与

商贸展销会、群众性文体活动结合进行的，成都花会应当是全国首创。

在1906年的首届劝工会上，成都最早的动物园在此展出动物19种，除

了来自云南的松鼠与贵州的孔雀之外全都出于四川，有来自康定的豹子和来自

松潘的熊。当时在成都执教的日本人中野孤山说“这个动物园简直是徒有虚

名”，但是毕竟在成都第一次出现了动物园。

在这里还不能不提到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劝工会刚开始举办

的时候，按当时的礼教传统是男女有别的。当年到会的日本人中野孤山在《游

蜀杂俎》一书中对此专门有一段详细的描述：“劝工会场也有区别男女的现象，

规定男女不得同一天前往会场。男子去会场的那天不见女子的身影，而女子

去会场的那一天则没有男子去。”另一位到会的日本人山川早水又在《巴蜀旧

影》一书中记载说：“从正门通往青羊官的路上，用竹席临时搭起的饮食店也不

少，五香菜串、温酒、荞麦面条，热气腾腾有欲压人之势。作为男女之间有严

格界限的国家，妇女席设置于另一圈竹棚内。”这类规定应当是在开初的那几

年，以后就打破了这一界限。

为了城内居民赶花会出城入城方便，1913年还专门打开了新西门，新建

了十二桥，使青羊宫花会在民国前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著名文士刘师亮特

地写了《青羊宫花市竹枝词》100首，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例如“通惠门前

十二桥，游人如鲫送春潮。与郎走过桥头去，笑指仙都路不遥。”在抗日战争

时期的1938年至1945年，政府曾经下令停办花会。但是由于花会在成都人的

生活中实在是已成习惯，故而只是规模有所减小，事实上并未能真正停办。建

国以后的1951年，举办了新中国第一届成都花会，当时名为物资交流会，以

促进经济恢复为主要任务。1959年以后，花会恢复了本来名称，以花木展销为

主，同时也有各地的土特产展销、风味小吃与文艺演出。1966年至1979年间

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办。1980年再度恢复，至今仍然年年举办，一直保持了以

花木为主，同时有土特产展销、风味小吃与文艺游乐的传统文化特色。

如今的青羊宫是四川道教协会和成都市道教协会的所在地，香火旺盛，

以祠庙馆所命名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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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如织，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道观(除青羊宫之外，成都的全国

重点道观还有青城山上的天师洞与祖师殿)。青羊宫的大门是开在一环路西二

段，现在的青羊正街上过去有一道侧门，又完全是从青羊宫墙外而过，所以

命名为青羊正街，原来是一直向西接成温公路。1987年建成一环路之后，将

一环路西二段以内的一段保留为青羊正街，一环路西二段以外的一段改名为

青羊上街。青羊上街南侧有青羊横街，北侧有青羊北巷，青羊正街以南沿南

河有青羊后街。

1938年，新蜀汽车公司开设于如今的青羊上街，专门经营成都到温江的客

运。这里的车站一直保留到改革开放以后都还在使用，曾经是成都最重要的长

途汽车站。

青羊上街的成都自来水公司城西管网所这个位置曾经是成都的第一家自来

水厂，也是成都近代自来水事业的起源地。

建国以前成都多数人家的清洁用水是取自井水，饮用水是取自河水，稍

微的富有之家的饮用水都是由挑水夫从锦江中挑来。清康熙时期为了解决满城

内的用水之需，曾经在南河上架设过高逾4丈的筒车8架超越城墙送水流人满

城，形成一个利用河水冲力而长期越墙输水的自流系统，算是成都最早的土自

来水系统。这个土自来水系统是何时建成与何时停止使用，目前还未见到准确

的资料。到了清末的宣统元年(1909年)，在新派官员周善培的倡导下，在兴

建商业场的同时，成都再次修建了这种土自来水系统，成立了官商合办的利民

自来水公司(“自来水”这一名称从日本传人)。在今天锦江中学(锦江中学现

已并人盐道街中学)前面的南河边再次架设高架筒车，用楠竹管道引水越过城

墙，先用埋在地下的陶制管道送往盐道街，再用较小一点的桤木与楠竹管道分

别送到盐道街、学道街、督院街、商业场、藩署街、康公庙等6处蓄水池中，

再由挑水夫挑水或板车拉水出售。这种被当时称为“人挑自来水”的土自来水

系统，一直修修补补地使用到1926年才停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曾经在

老南门大桥边安置过这种高架筒车引水越城。据老人的回忆，“那时老南门大桥

边的筒车，有两三层楼高，每天吸引了不少市民三五成群观看”。这以后，成

都市政当局曾经两次计划建设管网化的自来水系统，都未成功。1942年，在成

都担任四川省建设厅长的著名实业家胡子昂决定再次在成都建设自来水公司。

经过考察，水厂地址就选在了送仙桥侧的百花潭上游，在磨底河与浣花溪汇合

口下方的送仙桥下左侧拐弯处取水。1944年2月，成都市自来水公司成立，

8月工程开工，经过两年时间的建设，直到1946年6月1日输水投产(为了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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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这个日子．成都市自来水公司特地于1996年6月6日在锦城艺术官举行了

成都供水50周年纪念庆祝大会)，成都才第一次有了经过净化的管道自来水，

城内也就有了用“自来水香茶”取代“河水香茶”的牌厦和灯笼。不过，因为

当时的自来水价格不菲，全市饮用自来水的人数很少，日平均供水量仅为220

吨，一直到成都解放之时，全市的日供水量仍然只有6000吨。公用水桩只有8

个，用水人口只有26000人。现在的成都自来水公司的用水人口已经接近400

万，日供水量已达138万吨。

改革开放之后，成都市在中医学院以北地区的农田中新建了一大片居民住

宅，因为其位置在青羊官以北，就命名为青羊小区，其中的南北主干道命名为

青羊北路，东边的主干道命名为青羊东一路和青羊东二路，西边的主干道命名

为青羊西路，其间还有十多条小巷，都是以“青羊”命名。

-青羊宫一带的河流
(№自g生)

i龙±作

T青羊正街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o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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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观街

玉皇观街 1996年 i晓庄摄影

在红星路一段东侧，与方正东街相对的一条街叫玉皇观街。原来的玉皇观

街要比今天的长一些，包括今天的方正东街东边的一段在内。红星中路新建之

后，为了方便管理，就咀红星路为界，东边一段属于玉皇观街，西边一段属于

方正东街。

玉皇观街因为有一座道教官观玉皇观而得名。原来的玉皇观建于清雍正三

年(1725年)，是在今天的方正东街范围之内，里面有一尊颇大的铁铸玉皇大

帝像，当年在成都的知名度颇高。玉皇观的建筑早在清代就被改作了“客籍学

堂”，专门接纳在成都为官的外省籍人士的子弟入学读书(古代实行为官的回避

制度，凡是中级以上的文职官员都不能在家乡任职，必须派至他乡，所叭客籍

子弟数量不小)。因为一些官员认为“客籍”二宇不雅，后来又改为语出《墨

子》的“宾萌”二字，改名为“宾萌学堂”。宾者客也，萌者民也，都是一样的

意思。民国初年，宾萌学堂停办，在这里开办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

中迁往西胜街之后，这里叉先后开办过宾萌公学与尚志学院。抗日战争时期，

这里设立过四川军管区司令部。建国以后，旧址成了成都二中的一部分。

H目月镕*自g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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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大帝是道教神系中仅次于三清尊神(即道教神系中最高地位的玉清元

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所以很多道教宫观中的主要大殿都是

三清殿)的最高神灵，在民间的各种传说或文艺作品中也最常见，为广大群众

所熟悉。比如在《西游记》中，最高的神灵就是这位玉皇大帝。玉帝这一形象

是在唐代才形成的，由于唐宋时期的皇帝大多信奉或者说是在利用道教，所以

这个玉帝的地位就迅速升高。宋真宗甚至公开宣布：他在梦中得知，赵家的江

山就是玉帝授予的，所以要正式给玉帝上封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

玉皇大帝”。“玉皇大帝”这一正式名称就是这样正式确定下来的。正是因为这

个原因，玉皇已经超出了道教的范围而成了普遍敬奉的民间神，在各地城乡中

处处都有玉皇观(北京市有一个调查材料，说清代的北京有玉皇观20多个)，

有的地方也叫玉皇阁、玉皇庙。玉皇塑像也都是和人间的皇帝的冠服基本相

同，身穿九章法服，头戴十二行珠冠冕旒，就像是一个坐在神龛之上的皇帝。

按道教的说法，正月初九是玉皇生日，腊月二十五是玉皇出巡日，在各个道观

中都要举办道场，很是隆重。不仅在汉族地区，就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有

崇拜玉皇的各种民间传说或崇敬的礼仪活动。例如川西北的羌族在每年七月

十九就要举办玉皇会。也可以这样认为，玉皇大帝就是中华民族在民间普遍敬

奉的天国之中的皇帝。

玉皇观街紧邻红星路上的“398”文化产业创意园区，在2008年建成了成

都第一条文化创意街区。

三官堂街一目王I叫

从九眼桥往下走，在川大和望江公园的对面，顺着锦江北岸，有一条很长

的三官堂街。三官堂街的得名，是因为这里在清代有一座名叫三官堂的道观。

三官堂在不同的地方也叫三官庙、三元宫，所供奉的神灵是天官、地官、

水官这三位一体的“三官”。因为传说天官的生日是正月十五，地官的生日是

七月十五，水官的生日是十月十五，刚好在上元、中元和下元这三天，所以

“三官”又称为“三元大帝”。按照道教的说法，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

解厄，与人们生活中的吉凶荣辱密切相关，所以在我国各地都有三官堂或者三

元宫。其中可以为人们赐福的天官在过去的社会生活中影响最大，直到现在，

穿着一品官员服饰、手持“天官赐福”条幅的天官形象仍然是年画与民俗画中

最常见的形象之一。在年画与民俗画中很常见的“福禄寿”三星图，其实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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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福的天官、表禄的员外郎、表寿的南极仙翁三人的群像。

从我们祖先对天官、地官、水官这三官的崇拜中，我们更应当看出的．应

当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天人合一、有关整个大自然和谐共生，有关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

在三官堂街，有两个企业是成都人不应当忘记的。

三官堂街的最东头是成都人很熟悉的南光机器厂，它最早是城内拱背桥的

四川机器局在城外修建的新厂。1905年由德国格兰公司设计建造，1909年建

成占地500亩的钢结构工厂，并于当年将四川机器局正式更名为四川兵工厂。

厂房所用的钢材、青砖、水泥、机器全部都是从德国进口运来，可以生产包括

机枪、步枪和7．5厘米口径山炮在内的武器，曾经一度是国内仅次于汉阳兵工

厂的兵工厂。四川兵工厂名义上在1913年改为陆军部直辖兵工厂，实际上长

期由四川军阀控制。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中央政府直辖的兵工署第二十兵工厂，

它所生产的步枪与手榴弹是出川抗日川军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建国以后，先后

改名为川西机械厂和成都机械厂，1961年改名为南光机器厂，现在是南光实

业股份公司，是我国最重要的真空设备制造企业。当年所建的老厂房目前还

留下了一段残存的老墙，和一座外形完整的青砖碉堡(同样的碉堡原有四座，

2006年拆除了三座，现存东面的一座)，那是当年为了保卫兵工厂而修筑的。

^清末日川机器局新厂远眺f厂址在河

对岸) 刘*禄挺供

-南光机器r外原口⋯机器局的碉堡

20世纪90年代P水聪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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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比人民公园内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的建造年代还要早8年的近代

建筑，是应当列名于成都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单位名录的。根据有的研究者的调

查，清末所建兵工厂在全国保留下来的老建筑今天还能看到的仅有两处，一处

在山东，另一处就是成都的南光厂老建筑与白药厂老建筑(在修建四川机器局

的同时，丁宝桢于1881年在三瓦窑附近的府河边古家坝开办了一个生产火药

的小厂。为了与三官堂的新厂配套，也在1906年由德国人设计，扩大改建之

后占地80多亩，成都人一直称为白药厂。抗日战争以后，川大在那设过新生

院，至今仍然还保留有一些当年的老建筑)。

在三官堂街的中部，19“年由汉口裕大华纺织公司开办了“裕华纱厂”，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内迁成都的最大一个工厂。老厂是由货栈改建，只有纱绽

1244枚、织机16台，新厂于1946年在一块40多亩的坟地上修建，有5276枚

纱锭、104台织布机、600多工人，成为成都规模最大的采用近代技术的纺织

厂，也是民国时期成都最大的工厂，其产品“金飞马”棉纱、“天马”棉布十

分畅销。加上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迁来的申新纱厂(在三瓦窑)和新建的宝星

纱厂(在王化桥，即今伴仙街)，就在成都东外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纺织工业

区。建国以后，经过公私合营，1959年裕华纱厂与其他两家企业共同组建了国

▲早B消失的成都纺织厂

产品“薛涛1牌商标

●在成都纺织厂rn外的

青年工人

20世纪60年代

张蜀华摄影

游m矿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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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成都纺织厂，在四川第一棉纺厂兴建以前，仍然是成都最大的纺织厂。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工厂迁入四川，由于基础条件的限制，迁人成都的却

并不多，而且全都是纺织厂。除了上述的裕华纱厂和申新纱厂之外，还有设在

牛王庙的大昌纱厂、设在外东糍粑店的大经纱厂、设在致民路的中和纱厂。

就在南光机器厂附近的锦江岸边，1911年曾经发生过一件震惊全川甚至

全国的大事。1911年9月7日，清王朝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血腥镇压轰轰烈烈

的四川保路运动。他先是逮捕了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9

人，再向聚集在总督衙门外请愿的各界群众开枪，当场枪杀各界群众32人，

伤者无数，制造了著名的“成都血案”。与此同时，他以武力砸抄了位于岳府

街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公司，查封了所有宣传保路运动的报刊，全

城戒严，城门紧闭。就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在9月7

日夜里从南城墙缒城而出，来到南光机器厂附近的城南农事试验场，与另外

几位同盟会员一道，连夜削制了几百片木板，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

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然后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锦江

水中，这就是四川近代史上著名的“水电报”。第二天早上，沿江城镇就不断

有人发现“水电报”，华阳、新津的保路同志军当天就抵达成都与清军开战。

几天之内，约10万同志军云集成都，成都城下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全国最早的

反清武装起义。此后锦江“水电报”的故事久久在人们口中传诵，称为“纷纷

水报锦江来，‘同志’风潮动若雷”(需要说明的是，在绝大部分有关著述中，

都说1911年的锦江“水电报”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是不确的。类似

的“水电报”在古代早已出现，包括在锦江之中的使用，所以龙鸣剑是学习古

人的成功经验，详见拙著《解密中国古代战争》第三章《通讯》)。龙鸣剑在发

出“水电报”之后即去荣县组织武装起义，出任东路保路同志军总部参谋长。

10月6日在转战途中病逝，年仅34岁。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公共卫生专家陈志潜(时任四川卫生实验处处长)在

三官堂街建立了四川省卫生试验所，专门生产牛痘疫苗和防治霍乱、伤寒、副

伤寒等疾病的生物制品。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四川第一家这样的研制机构。

在三官堂街上，有成都人十分熟悉的成都十九中(2003年因为得到香港著

名爱国实业家田家炳先生的捐献，故而更名为成都市田家炳中学)。可是很少

有人知道，这所中学最初是“五卅”运动中反对帝国主义的产物。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内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者枪杀罢工工人。英国巡捕向南京路上密集的群众队伍开枪，当场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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