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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记忆
蓦 然 回 首 似 是 故 人

从马拉平板车到最早的公交车

当年的德阳县城也叫城关镇，只有东、西、
南、北四条主街，和衍生出的多条小巷子，如署
前街、棉花巷、铧炉巷等。当年的老县城里是没
有公交车的，有不少老人提起过，上世纪七十年
代前从县城的北门口到老火车北站之间，曾经
有驾马车进行“客运”，马拉着的是平板车，平板
车上放置几个木凳子，根据乘客多少，车夫要么
坐在平板车的前端，要么就步行，行进时一边扬
鞭作势抽打，一边口中发出“啾啾啾”的催促
声。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是可以脑补一下这
个画面：大摇大摆行走的马车，配上“得得”的马
蹄声和车夫的吆喝声，这一道德阳旧城里的风
景真是别有风味。

到了七十年代初，德阳县城区有了第一条
公交线路，从老火车北站（今黄河西路与黄山路
交会处）至北街外的北门口之间，出现了县运输
公司的两辆客运汽车，这应该就是德阳县城里
最早开通的公交线路了。不久，行走在这条线
路上的马车便被客运汽车所代替。北门口所处
的位置在108国道上，道路只有七八米宽，路边
有几棵粗壮的皂角树和香樟树，车站的木牌子
就钉在其中一棵的树干上。

中间停靠的站点不多，从火车北站出发，经
水电厂（今东方电机）、德阳中学（今德阳中学初
中部）这两个站点后抵达终点北门口。车次也
不多，没有完全固定的发车时间，因为发车时间
是根据火车在德阳站的停靠时间而定的。和我
家同一个小院的两位阿姨是县运输公司的职
工，也是这路车上的售票员，1972年至1974年，
我在德阳中学读高中，有时候上学赶巧了，就搭
她们的“顺风车”去学校。虽然车票不贵，记不
得是几分钱了，但是搭乘这路车的人不多，毕竟
那年头收入很少，零碎钱币都是掰着花，一般不
赶时间的人都选择步行，公交车的乘客大多是
赶火车，或者下火车进城的人。

一路向南延伸的1路公交车

这种状况持续好几年后，这条客运线路开
始向南延伸，其间也经历了好几次改变：经现在
的市人民医院过泰山路、长江西路绕过新洋洋
百货，在二重厂俱乐部转弯再向南；短暂的由北
门口进旧城穿过北街、南街、新洋洋百货，在二
重厂俱乐部转弯再向南；在五岔路口皇冠灯处
转弯，经华山路、长江西路、泰山南路、岷江西
路，然后在二重厂俱乐部转弯继续南行……这
中间还有过一些其他所经道路站点的调整，然
而不管怎么变化调整，这条线路始终朝着一个
地方延伸：城南的工农村。

这条公交线路在延伸的初期，县运输公司
增加了几台车，并从五岔路口皇冠灯处分出了
另外一条线路：开往德阳耐火材料厂的线路（这
条新线路也曾经进行过几次调整），被命名为2
路公交，而最早那条一路向城南工农村方向延
伸的线路也有了自己的名字：1路公交。

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这两条线路当时所

经过的站点和延伸指向的目的地，不仅包括了
如医院、学校等主要城市服务设施，也基本上通
达或者近乎通达了1958年德阳工业区建设和
后来的三线建设在德阳落户的企事业单位：如
东方电机厂、二重厂、机电安装公司、东方电工
厂、安装技校、水泥管厂、大修厂、工程技术学校
和建筑工程学校等。

曾经一天只有两班车

1974 年，我进入了工农村的大修厂（后更
名金鑫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工农村与县城之间
有十余里路，很大部分路段的两边都是农田，而
且从二重厂105生活区到工农村这段路之间全
部是土路，当时1路公交还没有通到工农村，我
们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需要去县城，基本上都
是步行或者骑自行车。每次我在回家途中看到
正在向南延伸的道路上铺筑水泥的场面，总是
期待着公交车能早一点开到工农村。

事情的发展真的如了心愿，水泥路还没铺到
工农村，1路公交就开到了工农村，终点站就在现
在的岷山路二段与清江街交会处。尽管开始的
时候每天只有两班车次，上午和下午各一班，但总
比没有好，工农村的人为此兴奋了好些天。

我爱人是黄许人，以前没有双休日，工厂每
周只休息星期天一天，她想要回黄许看望父母亲，
只能在周六中午加班，下午提前两个小时下班，到
工农村汽车站赶下午唯一的那班公交车。这趟
公交车到达火车北站后，正好可以赶上去黄许的
绿皮火车，第二天回厂，也要坐能够赶上下午从火
车站开往工农村的班车。后来，1路车经过的所
有道路都铺上了水泥，公交班次逐渐增加，加上县
城到各乡镇陆续有了少量的客运车，爱人回黄许

“赶时间”的状况才得以好转。

消失的加长公交和双层公交

那时车票不贵，工农村到老火车北站全程
一毛钱多点，站点也不多。现在从工农村到二
重厂 103 生活区城南市场，包括起点共有 8 个
站，而最早这一段站点的数量只有现在的二分
之一。不过，那会儿车流量不大，行驶的公交车
师傅见到有行人招手想要上车，多数都要停车
给予方便。

那时候车况普遍不是太好，外表上看，油漆
脱落影响美观是最多的；运气不好的会碰上半
路抛锚；有的车窗玻璃关不严，遇上下雨天，无
论大雨小雨都在渗水；曾经听见有人夸张地形
容个别车：坐在车上感觉除了喇叭不响，哪里都
响。即便这样，1路车仍然受到沿途市民的喜
爱。至于车况问题，在建市之后不久就得到了
好转。

曾经1路公交车也是德阳公交车型的“试
验车”。这条线路上，我带着女儿乘坐过两节车
厢连接在一起的加长公交；十年前我和爱人领
着外孙乘坐1路公交，专门等待那种两层车厢
的加高公交，只要上了这种车，外孙立马“蹬蹬
蹬”地冲向上层，上面视野宽啊。这两种公交车
型都是在短时间的运行后，便从市民的视野中
销声匿迹了。

德阳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这些年来，德阳的发展速度很快，市区的面
积、人口、楼宇、企事业单位、景点都增多了，就
道路而言，不仅增多了，原有的街道也加宽了。
就拿1路公交线路上的岷山路来说，上世纪七

十年代中期铺水泥的时候都只有七八米宽，后
来几次增加宽度，十多年前最后那次加宽时，偶
然问过修路工人到底这条路要加宽到多少米，
他说他们所知道的，这条道路的宽度在40米以
上，最宽的路段达到50米。

车站的站台也在不断变化，一开始是钉
在树木上的木牌子变成了专用桩上的铁皮牌
子，后来改成了金属结构镶带玻璃，上部有遮
雨棚，有些像宣传栏，再后来很多站台专门安
装了乘客候车的休息座位，少数站台变得很
现代化、有艺术感，并设置有滚动报站等功
能。

伴随着德阳火车北站新站和城南汽车客运
站的相继落成，1路车北延到了新火车北站（城北
汽车客运站），南伸到达了八角井城南汽车客运
站，整条线路将近40个站点，由北向南贯穿了整
个市区。工农村已经不再是1路公交的终点站，
而1路车也不再是在工农村所能见到的唯一线
路，5路、23路、24路、26路、27路、28路、31路等多
条公交线路都要经过工农村。乘客们主动为老
弱病孕让座变得司空见惯，所有的公交都是乘客
自觉投币或者扫码乘车，绝大多数车都有了空调
装置。作为城市形象的窗口，旌城的公交车一方
面让市民们享受着出行的舒适和便捷，另一方面，
也彰显着公共服务的品质。

不知不觉间，1路公交在旌城的街道上已经
驶过了五十多个春秋。如果我们把旌城的发展
比喻成一首交响乐曲，那么1路公交就是这首交
响乐曲中的一个乐句，线路上的所见所闻就如
同跳跃的音符，这些音符所表现的是城市记忆
里的沧桑与憧憬，是变迁过程中的风景和画面，
是这片土地上的勃勃生机、活力无限。

从“西川佛都”什邡罗汉寺大门
向北前行一百多米，很远就看到著名
书法家洪厚甜书写的“英雄广场”四
个红色大字。

2023年，什邡市政府将原来的什
邡烈士陵园进行改造，打造成全新的
英雄广场。英雄广场占地约18亩，分
为碑林广场、英雄广场、纪念广场以
及纪念园4个主要区域，整体设计简
洁大气，颠覆传统对于烈士陵园的既
有概念，淡化“陵园”元素，通过开放
式的设计，把英雄广场打造成为一个
具有“红色元素”的生活广场，给人以
庄严肃穆之感。广场中央矗立着一
座高大的英雄纪念塔，上面刻有英雄
们的事迹，纪念塔周围环绕着花坛和
绿树，营造出一种宁静而又庄重的氛
围。

2024 年 1 月 1 日，什邡英雄广场
正式建成对外亮相，拓展了附近居民
的休闲空间，提升了周边环境质量，
实现了烈士陵园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满足市民在休闲中受教育的需求，为
红色教育搭建平台，在全社会叫响烈
士名字、唱响烈士精神，从而让人们
缅怀先烈，铭记历史，致敬英雄，牢记
担当，传承红色基因，实现烈士陵园
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什邡英雄广场里最重要的建筑
是什邡烈士陵园。烈士陵园始建于
1950年4月，是1950年为纪念被起义
部队十六兵团三〇二师叛乱分子杀
害的我军军事代表孙路平、陈文高等
革命烈士而修建的。陵园占地 3980
平方米。园内还安葬有 1953 年我军
2733部队飞机失事牺牲的革命战士，
1969 年在隐峰镇抗洪抢险中牺牲的
革命战士，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
震中为抢救、保护学生生命安全牺牲
的教师，以及其他在执行国家任务中
牺牲的烈士。1991年，什邡烈士陵园
被德阳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川西北解放前夕，国民党十六兵
团在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副
司令员曾苏元率领下起义，1950 年
初，我西南军区派孙路平、陈文高组
成工作团，帮助该兵团驻扎在什邡地
区的四十七军三〇二师学习整训，使
之迅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但三
〇二师少数反革命分子怙恶不悛，继
续与人民为敌，该师参谋长贾绍谊等
反革命特务分子，暗地活动，与当地
土匪勾结，发动武装叛乱。孙路平、
陈文高等16人落入敌人手中，面对敌
人的诱降，他们坚贞不屈，义正辞严，
并不断高呼“中国人民胜利万岁”“中
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我人民解放
军立即进行了平叛。叛乱平定之后，
孙路平、陈文高同14名殉难烈士遗体
归葬于什邡烈士陵园。改建后的碑
林广场后墙上两边刻有烈士英名录，
中间是“保路救国、抗日救亡、剿匪平
叛、抗美援朝、抗震救灾”雕塑，让人
仿佛回到了那气壮山河、慷慨激昂的
年代。

什邡英雄广场以其庄严肃穆的
氛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吸引了众多
市民前来参观，充分发挥了烈士纪念
设施在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
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中的重要作
用。而烈士陵园是什邡市重要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前夕，学
校、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干部、
员工、学生前来开展悼念活动，不少
市民也主动来到什邡英雄广场，献上
鲜花、花圈，以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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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图》是四川绵竹年画最具代表性的彩
绘年画作品之一，由清代画师黄瑞鹄历时两年完
成，属国家一级文物。该画一套四件，每件纵48
厘米，横150厘米。其内容分别体现迎春、报春、
游春、打春的场景，具体而真实地描绘了460余个
不同年龄、身份、穿着打扮的人物形象和丰富多
彩的民间庆祝活动及商业活动。

话说，光绪三十年（公元1903年）除夕，绵竹
富商杜晋成正带领全家老少除夕守岁，屋外鞭炮
齐鸣屋内其乐融融。看到眼前的美好，他想祈福
把这一切永远留下来，于是他找到绵竹年画传人
黄瑞鹄。黄瑞鹄想到几日后的迎春祈愿，繁华的
街巷、神圣的仪式、热闹的场景、美好的祝愿与杜
晋成的希冀不谋而合，那就以绵竹的街巷为背
景，画下迎春盛景吧，祈愿年年五谷丰登，万事顺
遂。于是，一个历时两年的作品开始构思、实施。

正月初八，黄瑞鹄早早来到东门外先农坛的
春场，虽然从小就生活在绵竹场，迎春活动景象
也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但他还是想在起笔之前，
再次细品这传统节日。来到春座前，只见制好的

春牛芒神已经安放好，今年的春牛白首黄身正指
甲辰年。正中是供案，左右两边分设拜席，掌管
祭祀典礼仪式的执事和赞礼官均已准备妥当，整
个场面庄严、肃穆。

远远的，身着朝服的县令坐着彩轿，率领所
属文官、仪仗队和演艺班底，举着德政牌、万民
伞，鸣锣击鼓、吹吹打打走过来迎接春神的降
临。随行的艺人们装扮成渔、樵、耕、读和八仙等
随队而行。当迎春队伍到达时，执事引导众官入
拜位，县令一人在前，面对供案，左执事，右赞礼
官，其余各官以序分左右列其后。赞礼官高声向
神祷告：“神灵有知，吉兆丰年，祈求保佑”。读
毕，众官向芒神行一跪三叩头礼。县令手持美酒
敬献于神，连敬三次后，鼓乐齐鸣，县内生员抬起
春牛芒神，在人们的簇拥下返回城去。

返城之机，民间艺人们载歌载舞绕城表演，
节目中最考验技术的是高桩平抬，只见四个孔武
有力的青年壮汉抬着方桌，方桌上站一小生，一
边表演节目，一边还气定神闲地徒手托一青衣女
子共同演绎传统曲目“闯宫”“秋江”“船舟借伞”

“西游记”等戏份，张力和表演力极强。
而最让人喜欢的节目当属舞狮和耍龙灯，只

见两个舞狮者犹如一体腾挪翻滚，时而金鸡独
立、时而高昂躯体，在带着笑脸面具的舞狮人的
牵引下表演着绝技。舞狮人一手拿蒲扇、一手握
浮尘，一边戏耍长着纵目的威武狮子，一边还不
忘跟身边的小朋友互动，他憨憨的动作总是逗得
孩子们哈哈大笑。

而流行于川北的七节断尾龙杂耍也不遑多
让，龙头高大威武，纵目炯炯有神，大张的龙嘴里
衔着红红的宝石，在耍龙人的引导下飞翔跳跃。
最没有存在感的断尾此时有了独立发挥的空间，
虽然他也跟随龙尾舞动，但舞尾龙人与众不同的
打扮说明他特别有戏。只见龙尾人头戴花翎，身
着破衣，一脚草鞋、一脚布鞋，一身刻意的乞丐打
扮和他头上的花翎官帽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时而
跟随龙身游走，时而与身边的人们调笑打闹，突如
其来的互动往往会吓得孩子们直往家长身后藏，
却能逗得男女老少开怀大笑。浩浩荡荡的迎春队
伍就这样在吹打乐的伴奏声中一直环游到县衙门

前，将迎回的春牛芒神安放彩棚里供上香火。
正月初九立春日，人们复将春牛从彩棚中请

出，众官和百姓拿着彩色的丝鞭，将春牛团团围
住。鼓乐奏起欢快的曲子，大家争相抽打春牛。
当鞭抽纸破时，春牛肚里事前填满的五谷杂粮纷
纷落下，迎来五谷丰登、吉年之兆。县城两边的
店铺商旅们再次抖擞精神，满怀憧憬和希望迈步
新的一年。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5年），年近四十的黄
瑞鹄终于完成这一作品，为绵竹、四川乃至中国
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纪实作品不仅展现
了百年前的绵竹“年文化”，还将县令祈福丰收和
杂耍艺人们的高超技术进行了详细刻画。

转眼间，《迎春图》已经走过了 120 年光阴。
自2002年起，一年一度的绵竹年画节让“年文化”
坚持在传承中创新，连续23年举办迎春巡游看似
还原一幅画，实则每年融入的新内涵既是对老艺
人们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的致敬，也是培育新生代
文化力量的源泉。

绵竹，正用“中国年”守住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中国年”的传承与发展
□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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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是
德阳城区
的第一条
公 交 线
路 ，它 穿
过 你 ，穿
过 我 ，穿
过了旌城
这五十多
年的各种
风景。

建市初期，德阳市民搭乘公交车。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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