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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偷渡盐津年余洞天险
刘作芳

昭通古城会馆作为祭神祈福、集会
议事、休闲娱乐的场所，承载着同乡人浓
厚的家乡情怀和共同的文化信仰，是他
乡商客留给本土居民的城市记忆。

目前，昭通古城仍然保留着清代以
来的街道布局和建筑肌理，部分会馆得
以留存下来。陕西会馆、广东会馆、万寿
宫（江西会馆）、天后宫（福建会馆）等具
有不同地域特色的会馆建筑，承载着近
代以来昭通这座古城的发展历程。自清
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新建府城于现址，外
地移民大量涌入昭通，特别是清朝推行

“滇铜京运”的铜政后，昭通作为古代货
币载体铜、银的生产地和运输的主要通
道之一，吸引了八方商民汇集此地，他们
以资本投资办厂，建立商号进行贸易，从
事各种手工业生产活动。为了联络同
乡、加强团结，这些外地商客纷纷建立了
各省商会会馆。这些会馆不仅承载着昭
通的历史发展脉络，也见证了外地移民
与昭通本地居民融汇生存、与地方文化
相互交流、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发展历程。

昭通古城的会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各民族建筑文化相互借鉴、相互融合
的产物，它将徽派建筑元素同陕西、四
川、贵州、福建等地的建筑风格以及昭通
本土的建筑特色进行巧妙结合，成为昭
通独特的文化符号。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的昭通古
城内保留有清代修建的外省会馆多处：
湖北商人修建的三楚宫（两湖会馆），宫
内供奉高寿 138 岁的湖南人无量寿佛释
全真，俗称寿佛寺；陕西商人修建的陕
西庙（陕西会馆），会馆内供奉关帝，俗
称关帝庙，民国年间改为五省会馆；广
东商民修建的南华宫（广东会馆），会馆
内供奉佛教六祖慧能，亦称南华老祖，
故广东会馆又称南华宫，民国时易名为
两粵会馆；江西商人修建的万寿宫（江
西会馆），所奉者为道家许真君（原名许
逊），宋真宗时曾御赐供奉许真君的道
观为“玉隆万寿宫”，自此江西商人所建
的会馆均称万寿宫，其建筑材料之一的
琉璃瓦当亦是寿纹；贵州商民修建的忠
烈宫（贵州会馆），《黔南识略》载忠烈宫
所奉者为唐代将领南霁云，贵州苗族尊
称其为黑神，俗称黑神庙，其建筑工艺
在当时被誉为“工巧鲜有伦比”；四川商
民修建的川主庙（四川会馆），传说中的
大禹、杜宇、开明和主持修建都江堰的
李冰父子及蜀汉皇帝刘备等，都曾被川
人尊为“川主”；福建商民修建的天后宫
（福建会馆），所供奉者为妈祖，故又称
妈祖庙……不同省域的商民，他们经商
到哪里，就把同乡会馆建到哪里，同时
也把本土的文化信仰带到他们生活的
地方去。他们与昭通人民交往、交流并

交融为一体，形成了昭通多元包容的文
化格局。

从昭通古城内现存会馆实物来看，
会馆建筑格局大体均是由戏楼（大门）、
天井、左右两厢、正殿形成天井四合院式
院落，整体沿中轴对称，其进院的多少和
建筑材料的使用由修建时的财力和地理
位置而决定。位于昭通古城内挑水巷 38
号的广东会馆，因时代变迁等原因，其布
局现存由戏楼及北配房、正殿及南北耳
房、北厢房组成一进院，其南厢房和戏楼
南配房已因历史原因于民国时修建为居
民住房。而现存位于永安街 100 号的陕
西会馆，建筑格局较为完整，由戏楼（大
门）、前殿、中院厢房、中殿、后殿构成中
轴对称的三进院，其中前殿后檐与中院
厢房和中殿前檐连接为“四水归堂”格
局，为典型的陕西晋派建筑风格。两处
会馆的戏楼均为凸字形平面布局，二层
抬梁穿斗式木结构，一层临街明间为入
口（大门），由一层次间设楼梯而上二楼
戏台，东西两山封火墙为高出屋檐的徽

派马头墙。其中山门上的石刻对联、人
物形象和月台石刻，马头墙上的墀头及
灰塑造型，以及各建筑体上的斗拱、木
枋、斜撑、雀替等雕刻，无不体现出徽派
三雕“木雕、石雕、砖雕”技艺的精湛、建
筑艺术的高超，呈现出飞檐翘角、雕梁画
栋、气势恢宏的建筑风貌。从屋顶来看，
陕西会馆戏楼为单檐歇山屋顶，广东会
馆戏楼为重檐歇山屋顶。广东会馆的正
殿由前期的勾连搭改为单檐硬山屋顶，
陕西会馆的正殿、中殿均为单檐硬山屋
顶，前殿却为卷棚歇山屋顶，中院两厢为
六角攒尖顶。从建筑材料来看，会馆均
是土、木、石结构，广东会馆和陕西会馆
为青瓦屋面，江西会馆的沟瓦为青瓦，盖
瓦为琉璃筒瓦。

这些留存下来的会馆建筑是云南
清代传统会馆建筑的代表，不仅具有较
高的科学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也蕴含
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更是解读昭通清代
商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从陕西会馆
发现的多块碑刻来看，清代的昭通商业

繁荣、商号众多。一块清嘉
庆二十二年（1817 年）修缮陕
西会馆的功德碑上记录了修
缮缘由和 18 家捐资商号，另一
块（与东岳庙一并）捐资功德碑上
可见的商号有 90 余家。《昭通县乡
土志略》亦载：“乾嘉间……商于厂
者，贩一车米去，即以一车厂饼运回。
铜至泸州，则驮盐转昭，车马盈途，秦楚
赣粤各省工贾，来昭者络绎不绝。”这些
商号名称无不体现出昭通在清代作为

“滇铜京运”的重要枢纽地位以及昭通
商贸繁盛的景象。

现今，在昭通文旅融合发展的背景
下，昭通古城内经过精心修缮的会馆建
筑以及其他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将
成为昭通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助力昭
通文旅事业蓬勃发展。这些老建筑用其
静默无言的方式述说着昭通的历史记忆
和人文情怀，它们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与
文化遗产价值，在加强保护的同时，值得
进一步挖掘与活化利用。

1994 年版《盐津县志·大事纪年》记
载：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太平军翼王
石达开的部队在行军过程中，一支队伍由
筠连经牛皮寨，中慕容至杉木滩（疑应为
撒鱼沱），于关河东岸鲢鱼洞、鹰嘴岩等处
遭清军伏击而返回四川。同治二年（1863
年）一月上旬，石达开率领10多万主力部
队同清军进行了横江之战，是役，太平军
损失 4 万人。石达开被迫由燕子坡渡关
河路过盐津，另寻渡江（金沙江）的地点和
机遇。

陈一得主编的民国版《盐津县志》记
载：清穆宗同治元年冬，太平军石达开窜
扰牛鞞寨、中木用、传丝坝、剑坝等处，折
入川。（《云南通志》）翼王石达开率发军数
十万之众，由广西、湖南入贵州，所至残
破。谋取道于滇以攻四川时，远近震动。
迆东州县相继戒严，请援告急者络绎不
绝，然省城抚局甫定，弗能顾也。十一月
历攻宣威、平彝、镇雄等城未下，军至东川
袭陷巧家厅城，达开渡江入川。大关、永
善之军盘踞副官村（今绥江县城），掠恩
安、鲁甸境内。川滇之交一片扰乱，无完
肤矣。

《绥江县志》载：太平天国内讧，翼王
石达开窜湖南、经贵州入滇境，企图渡金
沙江入川。川督骆秉章沿江截堵，无隙
可入，由川南六县入关河，窜至副官村
（今绥江县城），烧杀至惨。时清同治元
年十月也。

对待这一事件，一向注重真实、治学
严谨的科学家陈一得还组织了采访：同治
元年十一月，太平军石达开之部下由筠连
北走玉皇楼达横江，一支队伍侵入盐井渡
属牛鞞寨（牛皮寨），经中木用西至关河杉
木滩（疑应为撒鱼沱），欲上袭盐井渡及大
关厅。因盐井渡民团于关河东岸年余洞
山上布置滚木礌石堵截，所过鹰嘴岩两岸
壁立，上岩下河，地势险隘，发军虽众不能
通过，遂分为二路，一路仍由原路折出四
川许炎（今宜宾凤仪场），一路渡河经传丝
坝、剑坝，又遇前途荒山老林，亦难通过，
乃越新场转至四川捧印场。

自清同治元年，石达开率 10 万西征
军进入贵州、云南后，他便坚定不移地要
实现“久想占据四川”的战略意图，并写下
了“踏破河山胆气豪，偏师入蜀斩蓬蒿。
临当痛饮黄龙酒，不灭清妖恨不消”的豪
迈诗句。

石达开向四川进军，想学三国刘备先

占据川蜀，然后征伐中原。无奈天不遂人
愿，“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大渡河就遭遇
滑铁卢，全军覆没，凌迟于成都，留下一大
堆遗憾和谜题让后人在唏嘘感叹中慢慢
咀嚼，慢慢品味。

从咸丰七年（1857 年）五月离京，短
短 5年间，石达开转战苏、皖、赣、浙、闽、
粤、湘、桂、鄂 9省，于 1862年攻占四川石
砫厅，进入西南地区，使清朝军政大员曾
国藩、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刘长佑等
疲于奔命。石达开曾先后率军于 1862年
4月和 7月，分别在忠州、丰都、涪州一带
和江津、合江一带试图突破长江天险，攻
占成都平原。但是，两次渡江均告失败。
后来攻打綦江、长宁也受挫，只得退守綦
江东溪。

其时，石达开决定：“分兵三路绕道黔
滇，到叙州（今宜宾）以西的木川司（今沐
川）会齐，进取成都。”太平军路过云南的
3支部队：人台左宰辅李福猷率前旗进攻
黔北，牵制清军；天台左宰辅赖裕新率中
旗渡江攻宁远府（今西昌），谋乘敌不备，
长驱深入；翼王石达开率主力转战川南、
滇东北。但最终的结果是，天不遂人愿，
三路人马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赖裕新
的中旗部队甚至直至主帅战死，都没有和
石达开的主力军形成配合……

1862年8月，石达开率领太平军10多
万主力部队，沿遵义、毕节地区进入镇雄
境内，然后分兵数路迂回入川，使清军首
尾不能相顾。他亲自率部出其不意地击
败了驻守川南的湘军，攻克四川筠连、高
县等州县，前锋直指横江镇。

这期间，翼王石达开打算攻打筠连
和邻近的盐津城（隶属于大关厅），于是
派出一支部队由筠连经过牛皮寨，从中
木用经过万和、肖家坪，沿着大木厂下柏
树直抵撒鱼沱，来到年余洞、鹰嘴岩天险
处，两岸峻峭的高山直冲霄汉，巉岩绝壁
屹立万仞，峭壁岩崖突兀奇怪，巍峨屹立
在东西两岸之间，犹如老鹰之利喙者
也。谷底是奔腾咆哮、粗犷剽悍的横江
（关河），挟裹着野性难驯的猎猎雄风，以
摧枯拉朽的威势直逼谷底，白浪翻卷，腾
起掀天气势，或咆哮着，或腾挪着、闪耀
着、呼啸着，激流溅起掀天的巨浪，吼出
裂岸的惊涛。

偏偏此处只有东岸有一条窄窄的小
路容人通过。那险境，令人望之而神惊，
近之而心怖。兵家守之，定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果然，防卫盐津城池的清廷民团早就

把守在关口了，准备了充足的滚木礌石，
专门用来“招待”从高岩之下经过的来犯
之敌。太平军先头部队强攻时，滚木礌石
铺天盖地而下，许多士兵被当场砸死，多
次组织进攻，均以失败告终。在一片鬼哭
狼嚎声中，先头部队只得放弃强攻，撤军
另作他图。战斗的惨烈场面，可以从《盐
津县旧志》的只言片语中窥见一斑，“今游
年余洞，当秋夜月明，见岩石峥嵘，江流有
声，猿啼蛩吟，风景清绝，令人怀吊古迹，
但勿以成败论英雄。”

历史总得有人或物作为见证，年余洞
外的华丰寺就是这场天堑抢夺战的见证
者。可惜，华丰寺早已坍圮甚或灰飞烟
灭，湮没于关河的涛声里了。

1862年 12月 26日，太平军占领了自
古有“川滇门户”之称的宜宾县横江镇、双
龙场、玉皇楼一带。夹横江两岸为营，纵
横数十里，旌旗相望，金鼓相闻。

横江，是石达开总结前两次渡江失败
的经验后精心选择的一处渡江基地。

四川总督骆秉章得知石达开屯聚横
江“誓必渡此金河”时，大为恐慌。他知
道石达开的大军一旦渡过金沙江，势必
席卷川西，拿下成都。生死决战之际，骆
秉章不惜孤注一掷，调集了四川境内一
切可以调动的军队和太平军决战想抢在
春水大涨之前，拔除横江这个据点，以消
除心腹大患。他先后调来川军唐友耕
部、熊浣章部和滇军杨发贵部扼守金沙
江北岸，湘军臬司（臬司即按察使）刘岳
昭部、云南提督胡中和部、甘肃提督何胜
必部三支大军集中于横江附近，形成四
面围攻太平军的态势。

1863 年 1 月 8 日，双方共 30 万人马
参加的横江大战正式拉开帷幕。双方
激战了 20 多天，太平军各营垒岿然不
动，清军却大量伤亡，战局明显对清军
不利。

但是偏偏此时出现了意外情况：太
平军将领郭集益、冯百年暗中向清将刘
岳昭献书请降，约期举火焚寨；清军亦探
得横江后山有小路可通太平军营寨。于
是，清军各部约定 1 月 30 日进攻太平
军。是日，太平军正与肖庆高、何胜必相
持苦战，横江镇后山忽然鼓声大震，胡中
和由后山小路破卡而入。太平军腹背受
敌，三四万太平军凭借卵石筑起的城堡、

战壕奋起抵抗。最后，他们与 10 倍之敌
激战两个时辰，“铅丸将尽，继以锅铁、碎
石”，使清军“死伤不少”。但终因寡不敌
众，最后败退至今石城山脚下的横江镇
西黄鳝沟、白果坪一带。与此同时，双龙
场也遭到了清军的猛攻，郭集益、冯百年
与刘岳昭里应外合，举火焚寨，太平军大
本营最终陷落。1 月 31 日，横江两岸太

平军的所有据点都失守了，石城山也被
迫放弃。石达开只得率余部由横江镇以
南燕子坡渡过关河经过盐津境内退往云
南昭通、东川。

横江大战，太平军折将近 50 名、损
兵近 4万人，元气大伤，这也为石达开日
后全军主力覆灭于安顺场大渡河埋下
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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