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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记忆
蓦 然 回 首 似 是 故 人

掌故轶闻

赵奠川，字怀荣，号禹门，1883年10月
29日生于中江广福红苕坡眭家湾一户农民
家庭。家道中等偏下，算不上富有，也说不
上贫穷，只是勉强过得起日子。赵奠川幼年
头聪体健，启蒙于私塾，学孔孟之道，习文练
武，文武兼修成绩优异。刚满14岁，生母病
逝，继母强迫他去当娃娃兵挣钱，仅当了两

年号兵，便退伍回家。继母见他空手进门，
当天气得不进灶房，骂他没出息。

刚满 16 岁时，继母再次逼他入伍吃
粮。离家时，继母千叮万嘱：若再是前次穷
样回来，就别进眭家湾，免得丢人现眼。

这次赵奠川仍在云南入伍，第二次当
兵，他发愤上进，练得文武双全，技艺超群，

长枪、短枪百步熄香，屡立战功，连年受
奖。不久，便腰缠万贯，衣锦还乡，八人青
花大轿坐进眭家湾。继母见他发了财，马
上笑脸相迎，忙着杀猪宰羊，跑得脚尖不落
地。此次回家，赵奠川娶了第一夫人林氏，
在眭家湾大摆酒宴50余桌，亲朋好友、军政
要员前往贺喜，热闹三天。

第二次当兵后衣锦还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参与了
什邡禾丰公社（现在的禾丰镇）小志的
编写工作。四位参加编写工作的六七
十岁的老同志都曾当过老师，他们多
次向我摆起民国时期为争夺教师饭碗
而进行的一场特殊战争——“六腊战
争”，今天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教师被称为
“教书匠”，大中小学的教师并不存在
什么编制，公办学校教师的职位靠校
长聘用，实行一学期一聘。那时僧多
粥少，每逢暑假和寒假到来时，教师为
谋求继续执教，都处于惶惶不安之
中。他们到处奔走，明争暗斗，当时的
教育界便把这种保饭碗的行动戏称为

“六腊战争”。“六”指六月，“腊”指腊
月，均指学校假期。

政府会在每个学期把学校的聘书
下发给学校校长，校长手中的聘书，首
先要应对官员的卡要、亲朋好友的索
要、优秀教师的确保，剩余的再到茶馆
去招聘。用谁不用谁，那都是校长说
了算。当然，这些聘书在交到校长手
中之前，每一个层级也都会截留一些
名额，预备给自己的裙带关系。即便
没有截留，只要给校长打个招呼，这个
面子校长是一定要给的——这就叫

“卡要”。 这时的校长拿到聘书之后，
首先考虑的是在当地名声鹊起、深孚
众望的名教师。其余的大部分聘书校
长会拿到当地的茶馆去，在那里选聘
教师。

“六腊战争”的主战场不是在学
校，而是在茶馆。茶馆本来是一个龙
蛇混杂的地方，有浓重的江湖气息。
校长出现在这里，不会说自己是来搞
这些交易的，他们会说自己在这里商
量教育的发展方向，在这里“面试”教
师，为学生选聘良师。

于是，茶馆的柱头、墙上张贴着各
种招聘信息，串串和经纪人讨价还价、

互相交流，茶馆一片热闹。教师往往
聚集于此，查看茶馆柱头上、墙上张贴
的各个学校教师招聘信息。他们会和
穿梭往来的店小二打探消息，会和校
长或者经纪人面对面，校长认真考核，
倾心交流，人声鼎沸，好不热闹。有人
成功取得岗位，拿到聘书，喜笑颜开；
也有人一杯清茶，半晌对答，换来校长
一脸礼貌：“改日再聊”，应聘无果。据
说有的教师在这里花光积蓄终无所
得，甚至寻了短见。

校长选聘教师的原则是择优选
聘。所谓择优，固然是要考察教师的
学问和教学能力，但也不尽然。有的
校长作风不良，将手中的聘书当作是
敛财的工具，索贿受贿，连同政府官员
一起受贿。他们所谓的择优，是看谁
送的礼多，谁的关系硬。在这种风气
下，经纪人、串串、掮客应运而生，蹲茶
馆、云游学校或通过各种关系搞到聘
书牟利。职业经纪人手攥数份聘书，
待价而沽赚取佣金。串串、掮客主要
是游说吃介绍费。这些交易中，有的
教师花了钱，顺利拿到了聘书，高高兴
兴；有的教师花了钱，却两手空空，没
有得到聘书，垂头丧气。

优秀的教师一般不会到茶馆去参
加争夺教师饭碗的“六腊战争”的，除
非不得已而卷入。对于优秀的教师，
校长都是以礼相待，真心挽留。每学
期校长会把下学期的聘书早早地送到
他们手中。但是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少
数，大部分教师还是得到茶馆里去“战
斗”，想方设法争夺到教师这个饭碗。

总的来说，那时的“六腊战争”并
不全依靠真才实学，只是依靠各种师
生同窗、亲朋好友的关系谋得一份教
师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教师再也不用经历“六腊战争”了，
不用为争夺饭碗到茶馆去“战斗”了！
这是社会的进步！

茶馆里的“六腊战争”
□胡乃明

德阳建市以前，城区面积很小。
东西南北四条街，从北门口走到下南
街，也就20多分钟，至于从东门口走到
西街口的时间更短。用老德阳人的话
来说，那时德阳城的一环路东起泰山
路西段邮电大楼，西到华山路口的华
山大厦，北至北门口县政府大院后面
那条青年路。当时青年路还没有贯
通，要绕一圈还得到东电附近的五岔
路口。即使这样，骑自行车转一圈也
只需要10多分钟。

当时的长江路以南是二重的生产
生活区，大家称为城南工区。北门口
以北基本是东电、东工生活区，也就是
城北工区。这样德阳城区自然形成了
三个生活区域。星期天是赶场天，卖
农副产品的多，两个工区的职工也时
不时调休来赶场，买点必须的生活用
品，以及蔬菜鸡蛋等。

建市以后，国道108线（川陕路）由
泰山路改道至华山路。随着市区的发
展，通行车辆多了，就在长江路与泰山
路的交叉口建了一个大转盘，南来北
往、走东向西的车辆就围着这个转盘
绕一圈，基本解决了堵车问题。后来
在南门口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喷水池，
来往的车辆也是绕着它通行。

一到晚上，这个喷水池就不间断
地喷水，时不时还有彩色的水柱，大家
都称它为彩泉，很多德阳人至今还把
凉山街称为彩泉街。

记得有一年德阳举行建市庆祝活
动，各区县的游行队伍、各具特色的彩
车绕着几个转盘载歌载舞，站在邮电
大楼和物资大厦上观看，看得大家热
情高涨，激情似火。

市区几条干道先后建成通车，路
宽了，车也多了，再加上几个转盘的连
接，三个生活区的人们交流多了起来，
城区也渐渐变大了。

后来又建了好几个转盘。现在岷
江路与泰山南路交叉路口的转盘，当
时过了这个转盘，基本上出了市区，因
此大家都叫它底转盘。

最大的转盘应该是东电生产生活
区附近，泰山北路与黄河路交叉的那
个转盘了。这是一个五岔路口，相当
拥挤，一是因为临近东电生活区，是东
电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二是当时
的德阳火车站在黄河路西头，人流、车
辆川流不息；三是地处德阳的北大门，
108国道（川陕路）从这里穿城而过。

在这个转盘中间矗立着一盏皇冠
一样的灯，德阳人形象地喊它皇冠灯，
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德阳的地标。进城
时，远远看见皇冠灯，就知道德阳到了。

德阳最小的一个转盘应该在德阳
市急救中心对面，城隍庙街与南城根
街交叉的那个丁字路口的转盘，小到
三步并作两步就可以迈过去。

车多了，路宽了，德阳人引以为傲
的转盘，反而成了梗阻的肠头。再说德
阳人直来直去，不喜欢绕弯子，这些转
盘就渐渐消失了。市中心邮电大楼那
个转盘首先取消，然后是彩泉转盘不见
了，底转盘那个地方有了下穿隧道，皇
冠灯转盘也有了立交桥。最后消失的
是城隍庙街的小转盘，一个不规则的圆
形水泥印子至今还顽强地留在那里。

德阳城变大了，转盘不见了。现
在的一环路30多公里，骑自行车的话，
没有两个小时是不得行的。

消失了的转盘
□刘蓬莱

在著名军校任武术教官，与朱德有过一段师生情

中江人赵奠川的故事
□汤万瑞

在中江
广 福 地 区 ，
有一位民国
时期的军政
人物兼大绅
良 ，在 当 地
百姓中颇有
声 望 ，他 曾
任云南陆军
讲武堂的武
术 教 官 ，与
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司令
朱德元帅有
过一段短暂
的 师 生 情 ，
带领连队参
加过讨袁护
国 战 争 ，他
的名字叫赵
奠川。

1926年，中江县新场（今乐至县良安场）
附近山中，土匪“谭老大”聚集了六七十人，
有短枪、长枪、猎枪四十来支，大刀长矛三十
八把，占山为盗打劫过往客商和行人的财
物，逼迫周边穷苦青壮年去为修山寨出力。
探听到谁家富裕一些，匪徒就会画脸或蒙面
抢劫钱财，“抓肥猪”、绑人质，敲诈勒索财
物，还不时抢走稍有姿色的妇女去当夫人。
被抢劫的人稍有一点不如意即遭毒打，甚至
丢掉性命。附近几十里乡民深受其害，若有
人喊“棒老二来了”，人们便去隐秘地方或庄
稼地中躲藏起来。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1927年初冬，中江县国民政府任命回家
休养的赵奠川为剿匪司令，率领一个排的兵

力去平息匪患。他寻思土匪也是人，都是为
了生活所迫才去的，不打仗不死人最好，要
攻心为上。于是，他想法联络谭老大到新场
街上，严厉地质问：“谭老大，你们要懂理，你
们抢人，被抢人怎么生活？你们杀人，被杀
人的老幼家眷依靠谁生活呢？你们家也有
姐妹，被人抢走，你们自己心中有何感受？
若不改邪归正，被官兵杀了，你们父母妻儿
将痛失亲人，他们依靠谁来生活？你们有双
手，为什么不去干活养家糊口？奉劝你们放
下屠刀，立地成佛，再不用过提心吊胆的日
子了，可对你们一个不抓，一个不杀，回去和
大伙商量一下，明早日出时回话。”

第二天日上东山，山寨中毫无动静，赵

奠川站在远处，端起步枪，几枪就打折匪徒
旗杆，旗帜应声落下。谭老大亏于情理，慑
于威力，率众人下山归降。赵奠川打开新
场钱粮库房，每人发一份安家费，谭老大双
份，全部遣返回家，各自营生。有几个无家
可归的孤儿收编入伍。一场一触即发的战
斗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化解了。

当地百姓奔走相告，成百上千人汇聚
街头庆祝再无匪患了。赵奠川当场手书

“良安场”。从此，“良安”（1953年划归乐至
县管辖）这一地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1980年，赵奠川于中江会龙去世，享年
97岁，安葬于中江县黄金乡（现积金镇）陈
家沟。

兵不血刃平息匪患

在近代云南的历史上，有一文一武两
所学校，都非常著名，“文”指西南联合大
学，“武”指云南陆军讲武堂。前者培养了
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后
者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
正因为如此，曾经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
员、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称云南陆
军讲武堂是“革命熔炉”。

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于1909年，与北
洋讲武堂（天津）和东北讲武堂（奉天）并称
三大讲武堂。原武备学堂总办高尔登任校
长，李根源任监督（教育长）。建学之初，教
职员47人。大批留日学生被聘为讲武堂骨

干和教官，如李根源、李烈钧、唐继尧、张开
儒、赵康时等。赵奠川虽不是留日学生，但
文武双全，技艺武术超群，被推荐去讲武堂
担任武术教官，主要教学步兵操练、射击教
范、阵中勤务令、工作教范等。至1930年，
讲武堂共办22期，培养各类军官军士9000
余人。

学校的制度、作风和纪律非常严格，
每天上课 6 小时，上操 2 小时，早晨有体
操和跑步，晚上还有自习，夜间有紧急集
合训练。讲武堂军歌慷慨激昂，富有感
染力。每天早操，武术教官赵奠川组织
学员操练，都要唱军歌。军歌共七首，其

中重要的一首是：“风云滚滚，感觉那黄
狮一梦醒。同胞四万万，相互奋起作长
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但
凭团结力，旋转新乾坤。哪怕它欧风美
雨，来势颇凶狠。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
中国民！壮哉中国民！”

当时，中学毕业的朱德考入讲武堂第
三期丙班。朱德是四川仪陇人，与赵奠川
是家乡人，所以他对朱德格外用心。一次
训练，朱德身体不适，赵奠川背他过河。赵
奠川在护国战争中受伤后，退到地方，在成
都任税务官。朱德回仪陇看望母亲后，又
专程去成都拜见赵奠川，畅谈师生情谊。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武术教官

1915 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
接受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获
得日本支持当了洪宪皇帝，激起全国人民
的极大愤慨。

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由云南讲武堂
的进步师生组织和发动了一场永灭帝制、
再造共和的伟大革命。当时云南将军唐继
尧、李烈钧和从北京秘密来昆明的蔡锷等
人，于1915年12月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
南独立，武装讨袁，编制护国军三个，出师
川、桂、湘。讲武堂为适应扩军需要增设班
次，为前线作战培养了大批中、下级军官。

赵奠川随蔡锷领导的北伐第一军，任连
长。经毕节、纳溪等地，一路胜利进军。作
为武术教官的赵奠川有勇有谋，广泛开展政

治宣传工作，张贴告示，新军路过，严格守
纪，不损害百姓利益，于是官匪让道，风雨无
阻，快速进军。

护国军从云南出发时，只领得两个月饷
银，子弹平均每枪300发。在川南一带鏖战
半年之久，特别是二三月间战事十分激烈，
护国军处境相当危急，蔡锷屡电唐继尧，要
求接济，而坐镇后方的唐继尧却未给前线以
补充。在此危难之际，叙永县民众积极踊跃
参加护国运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
力支援护国军，筹集军粮216万斤，缝制军装
近万套，“乡团之遥为声援者至七千余人之
众”。不仅组织20多个医生战地救护，而且
还组织了一支700多人的运输队，承担送弹
药、送军粮、救护伤病员等任务。

1916 年 1 月 25 日，护国军第一军第三
梯团第六支队长朱德率部从昆明出发，向
川南疾进，于2月15日晚抵达叙永县城，遂
驻于叙永东城忠烈宫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部。翌日凌晨，朱德获蔡锷急电，随即率部
急行军，于2月17日到达纳溪前线，与北洋
军张敬尧部激战于棉花坡，朱德以少胜多，
击溃袁军。后两军对峙于纳溪棉花坡一
带，赵奠川指挥若定，官兵越战越勇，奋勇
杀敌，一举击败了北洋军。

攻克泸州城战役，连长赵奠川冲锋在
前，子弹穿过锁骨边，鲜血直流，包扎后，又
继续指挥战斗，立了大功，升为营长。

在全国人民支援下，护国战争取得了
最后胜利。

带兵北伐护国讨袁

（作者注：承蒙赵奠川子女赵觉文、赵觉武、赵守忠、赵素碧、赵荣光等人为本文提供素材，及赵智途老师、易荣老师对本文写作的关心和
帮助，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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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奠川
（1883—1980）

2007年的皇冠灯五岔路口。 邬明俊 摄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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