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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尘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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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师部，有片鳞次栉比的青瓦房

西圣寺路129号，里面偌大一个地方，占地105亩，有着一排排
鳞次栉比、整齐划一的青瓦房，主要分4列，62栋，成一字型，背靠青
葱凤凰山，面对滚滚州河水，一楼一底，青砖为墙，青瓦为顶，绿树花
草掩映相间。这里每栋房子面积大多在700平方米左右，大礼堂前
的51栋较小，曾是演员化妆的地方。这里分别驻有中铁十七局集
团第四工程公司达州基地、中铁十七局集团达州驾校和达州军分区
第二干休所，人们习惯性称这里为五七师部。如今大门处的1至6
栋和9、10栋已被拆掉建成楼房。

90岁的张善祝曾是5757部队的团长，1980年任铁道兵5757
部队达县后方基地主任直至1983年离休。71岁的李成根曾任铁十
七局驾校校长。据他们回忆，修建襄渝铁路，最初计划是8个师。
因为还有其他任务，最后只留下3个师。五师移防山西后，七师从
云南移防达县。房子是五师从1964年开始修建的，1969年七师接
管后修办公楼、招待所、大礼堂。这里原是七师的司令部，1976年6
月移防后，原机关所在地成立指挥所，1978年撤销，组建铁道兵
5757部队达县后方基地。1983年划出一部分到铁道兵达县干部休
养所，1984年1月1日交铁道部，1985年11月交四川省军区，更名
为四川省军区达县第二干部休养所，由达县军分区代管。“兵改工”
后，五七师部改为铁十七局办事处，后来又合并到铁十七局四处，基
地和驾校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参与修建青瓦房的柏在英回忆，五七师部里游泳池边有口水
井，当年旁边住有陈姓人家，人们叫这口井“二老陈水井”。井水是
从凤凰山来的，无污染，冬暖夏凉，成为附近居民的生活用水。粗茶
淡饭餐馆的经营者介绍，到了雨季，井水大量增加，他们就用水泵打
水，一次可以达到游泳池三分之一的水量，他们用井水泡茶、煮饭。

建材销售，曾让路旁门市“一间难求”

西圣寺路上，除五七师部外，留有的单位并不多。国家电网达州
供电公司城市配网抢修中心，曾是达县供电所。达县市棉纺厂车间
被开发商建成楼房，办公区域成为停车场；通川区西圣小学原是达县
市线带厂，2003年改制后被学校举办者力行竞拍到手，学校便从五
七师部搬入现址办学，办有幼儿园、小学，在校学生400多人，填补了
这片的初等教育空白。市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和市残疾人就业服务部
原是2004年撤销并入达县卫生监督执法所的达县卫校。创办于
1984年1月的市商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2007年与达州电大、达州
财贸校、达州粮干校合并组建成新的达州电大和达州财贸校。2006
年建成的红谷地住宅小区，1984年时街道办过饮料厂，1989年成为
肥皂厂的包装车间。在与水井街相接的地方，办有西圣寺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职工宿舍也坐落在124号。

但最让当地市民津津乐道的是曾经红火的建材市场。在西圣
寺路自有门市经营瓷砖批发业务的蒲远堂（67岁）和77岁的江世荣
介绍，这里是达城最早的建材市场。二十世纪80年代初，甘华在五
七师部率先租房零售、批发瓷砖，生意不错。很多人见到商机，纷纷
到西圣寺路租房开店，经营建筑材料。门市不够，还把西圣大队四
队的保管室和五七师部的空房都利用了起来。“通南巴平”、开江、宣
汉等地都到这里进货，一大车瓷砖，很快卖得精光。在红火的上世
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这里门市俏得很，一间难求。他们说，早期
卖陶瓷的赚到钱后，大都搞房地产开发了，如今剩下的都是些“新
人”。尽管还有一些销售建材的商家，但因建材市场布局西迁，很多
门市都关门歇业，也有些转行了。

五七师部内的青瓦房

钟正南在介绍市职高内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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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寺晴霞”今安在
——探访西圣寺路的变迁历程

凤凰山麓、老达
城之西，人们称之为五七师

部的地方，曾经叫做银田坡。在
这里，有一条由南到北再转东的街
道，叫做西圣寺路。它东接水井街，西
连西顺巷，南与朝阳东路、黑沟路毗邻，
北抵西圣公园大门，长 549米，宽 9
米。就是这么一条看似不起眼的街
道，曾经却是达城旧八景之首“西
寺晴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文采写中，除文中提及者外，参考了《达县志》、《达县市志》、
《达州市教育志》等，得到王珍益、钟正南、胡兴碧等老人的帮助，在此
一并致谢！）

如今的西圣寺

西寺晴霞，曾列达城旧八景之首

西圣寺路得名于旧时达城著名的西圣寺。据有关资料介
绍，西圣寺原名隆安寺，原位于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内，明朝万
历三十五年（1607）修建，清朝嘉庆六年（1801）扩建。每逢晴
日，朝霞从雷音铺山垭冉冉升起，犹如一团火球徐徐上升，照耀
西圣寺，光耀夺目，霞光万道。站在西圣寺鸟瞰达城，恰如海市
蜃楼。夕阳之下，红霞满天。原西圣寺庙宇依山而建，雄伟壮
观，佛像庄严，终年梵音不断。明朝元垢、清朝昌碧两位高僧曾
在此主持弘法，僧众多达数百人。每到庙会节日，远近朝山拜佛
者、观光揽胜者云集此寺。嘉庆乙亥年（1815），牡丹盛开之时，
绥定知府余永宁朝拜游园之后即兴咏诗：“西圣逶迤石径斜，春
风物色老僧家，功名不碍灵山客，富贵遍开牡丹花”，盛赞西圣寺
牡丹。

西寺晴霞，旧时与翠岭祥云、铁山晓月、北岩夜月、山垭仙
迹、凤岗绿竹、烂柯棋局、龙爪清潭称为达城八景，列嘉庆《达县
志》八景之首，曾有诗称其“飞霞烂漫灿苍穹，西寺云烟迥不同。
到处晴光悬眼白，满天霁色透山红。层层景绣辉芝洞，点点庆埃
敛法宫。日暮壁间犹照耀，争看不夜欲烧空。”

民国年间直到解放后，由于各种原因寺毁僧散。这里成为
培训场地及后来的学校。民国八年（1919），四川省靖国军第二
路司令颜德基在西圣寺开办军事学校；十五年（1926）夏天起，
川陕边防督办署在西圣寺开办军官教育团和军士教导队，先后
四期，每期一年，培训了1000多人；三十一年（1942）下期，创办
达县县立女子初级中学，1950年更名为川北公立达县女子初级
中学，1953年名为达县第二初级中学，1958年男女混合招生，
1977年更名为达县市第二中学，1985年改制为职业中学，名为
达县市第二职业中学，1993年更名为四川省达川市职业高级中
学，2000年为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学校占地81亩，校舍建筑
面积5.6万平方米，1996年成为达州市第一所国家级重点职业
高中。

西圣寺路，最早名叫5757部队路

西圣寺在中断多年寺院活动后，1996年在西圣大队（今西
圣寺社区）凤凰山云天坡上征地69亩，重新建起高大的庙宇，重
现昔日辉煌。

原西圣大队书记、83岁的龙兴茂和住在五七师部大门前、
如今78岁的周维宣、柏在英夫妇等老人记得，最早7659部队
（五师）到来时，车辆和人员都是从达二中大门前那条路（西圣寺
巷），通过今通川区华州初级中学进入营房。由于道路既陡又
窄，遇到下雨天路面打滑，车子很难开上来。五师就从大观园修
了一条到今铁十七局驾校大门口的路。参加修路的都是部队带
来的民工，用铲车推出，公路占用的是坟地、菜地，不牵涉房子拆
迁。公路从周维宣、柏在英家的地坝坎下通过。5757部队（七
师）的李成根1969年从云南换防来达县时，就是乘车从如今的
路到达营区的，不过是毛坯路，1971年铺成碎石路面，1982年左
右铺成混凝土路面，道路长295米，宽8米。《达县市城乡建设
志》记载这段路名为5757部队路。1997年又修建了从五七师
部大门到西圣公园前的道路。因此，便有了西圣寺路。

龙兴茂的记忆里，五七师部大门一片叫银田坡。银田就是
旧社会的官田、公田。银田坡最先租给人耕种，以收取租金。后
来，这里住了部队，也有人叫营盘坡。

□本报社区记者 郑景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