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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希望了解更多“新视
界”报道内容,欢迎关
注微信公共账号“新
民锦读”。

入天门而夺天工
随着桐梓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刘健，记者

走进了贵州省第一座水力发电厂———天门河
水电厂。

走进水电厂大院，左侧一栋橙色欧式风
格建筑是配电房，也是主控室。一排陈旧的仪
表柜上，美国通用公司的商标依稀可见。头顶
上的四页木质电扇也保持着当年的模样。

电厂的负责人杨明华正在工作，他介绍，
两台发电机都是全自动的，工作人员不需要
待在发电机旁，只要在这里观察仪表盘是否
异常即可。他接管电站六七年，发电机也没有
做过大的休整，只需要每年枯水期稍微调试
一下，质量相当过硬。

向下的楼梯通往地下机房。桐梓县史志
档案局退休干部杨隆昌介绍，这是出于防空
的考虑，在设计建造中，为了避免日军飞机轰
炸，水轮机、发电机都建在地下岩溶洞中。

机房入口处有一铁门，上书“入天门而夺
天工”七字，这是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
夫的题字。往下，沿着幽暗的石阶走过约 !"

米，得以见光，这是一个深 #米的竖井，起透
气之用，抬头望去，“天门河水电厂”六个大字
和上方的厂徽、下方的龙头尽收眼底。左手边
有一块《纪事碑》，记录着当年发电厂建厂前
后的故事，只是风雨侵蚀，已经模糊不清了。

站在竖井处，不远处传来发动机的声音，
循声往前，终于得见两台发电机的庐山真面
目———覆盖着一层机油的发动机表面看不出
明显的锈迹，如果不是听过介绍，你难以想象
它已经运转了 $"年，一身黑漆、平行排列的
两台发电机在昏暗的黄光下让人肃然起敬。
走到发电机后面，铭牌上的字还依稀可见：
“%&'&()* &*&+,(-+”“.)/& -' 01)”
“2&)( 3456”（通用电气公司，美国制造，
3456年）。

发电厂的历史遗址还有数处。沿着发电
厂往山上走约 6公里，就是小西湖。一块横碑
上有蒋介石题写“中正坝”三字，反面的字迹
则早在文革时就被磨平了，只有在文物管理
所的资料中，还能找到当年上面的文字：

嗟嗟石工!黄帝子孙" 不期而会!众志成

城"胼手胝脚!风暴雨淋"夜以继日!无时安宁"

或钻遂道!鸠面鹄形" 或涉冰流!彻骨寒心" 冬

无寸被!夏抗蚊蝇" 衣不蔽体!食止酸辛" 已惟

一饱!妻孥何存" 偶为山怒!折肢亡身" 来如落

叶!去如飘萍"岂免苛虐!胡云功成"君甘劳力!

我愧劳心" 劳心沾誉!劳力埋名" 悠悠溱水!巍

巍天门" 象尔石工!终古留馨"

这是水电厂建成时，时任总工程师陈祖
东所作《石工歌》。历时三年，几千石工，忍冻
挨饿，历尽千辛才建成如此一电厂，为的就是
抗日！

深山溶洞里的电厂
3455年，美国军官卡尔少校亲自护送着百

余吨的发电、配电设备，从印度起飞，沿着“驼峰
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飞抵昆明，来到这里。
此行还创造了当时中印空运重件纪录。“沿海
城市港口都被日军侵占，从水、陆无法运往国

内，只能首先由万里之遥的美国本土，漂洋过海
运至印度加尔各答，经驼峰航线运到昆明，再
经滇黔公路翻越崇山峻岭运至贵州桐梓。”刘
健说。

这些设备中，包括两台由美国勒菲尔公
司出品的水轮机，总马力 37""匹；两台美国
奇义（通用）公司产的发电机，总容量 $6"千
伏安（8$9千瓦）。在上世纪 5"年代，这样的发
电设备不仅中国前所未见，即使在全世界也
属一流。

:4!$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
主义大肆侵略中国，大半个中国被日本侵略
军占领。:4!#年春，广东石林兵工厂迁移到广

西融县，旋即迁来桐梓县城郊傅家龙洞，搭简
易工棚生产。巩县、江陵、沈阳兵工厂也相继
迁来桐梓，合并为 5:兵工厂。最初的生产动
力是两台柴油机，为保障生产急需，专门成立
一个汽车队，派 :6辆汽车去重庆运输柴油。
作为黔北大门，又紧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
5:兵工厂承担着沉重的生产任务。然而沿海
各贸易港口全被日军侵占，柴油进口越来越
少，抗日前线亟需武器，动力告急！兵工厂厂
长钟道昌少将与兵工总署俞大维拍板，利用
天门河的水力资源建造水电厂。

中国工程学会会员及水利工程学会会员
陈祖东临危受命担任总工程师，此后又通过

老同学、老朋友、老乡关系聘请清华大学、浙
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工业大学五所
高校的专业人员，参与电厂土木工程设计。$"
年过去了，潮湿的发电室侵蚀了很多历史印
迹，但通往地下水轮机室的门楣上，五所大学
的校徽依旧清晰可见。

红砖粉加糯米当水泥
电厂的土木工程包括水库（容量 !"万立方

米!占地面积 #"余亩）、动力滚水坝（高 $%&米!

长 !'米!厚 &%#米）、明渠（($!米）、暗渠等。
附近的老百姓都是常年定居在此，不少

人从父母口中听说过那次天门河水电站的修
建过程，他们说，当年因为没有水泥，砌大坝、
水渠、厂房扣缝用的全是红砖磨成粉，再加上
糯米等精料。红砖磨粉全是用牛拉，牛都累死
很多头。

杨隆昌也说，电厂的建造难度超乎想象。
土木工程于 :456年春月开工，陈祖东就聘请
了金城、上海等八个公司，大量桐梓县民工也
参与到了水电厂土石方工程施工中。即使如
此，也还是用了三年多时间，直到 :458年 5

月 68日，天门河发电厂才正式竣工发电。
$"年来，发电厂持续运转，荫泽周边百

姓。直到 6:世纪初，水电厂电力除供该厂附
属的天门冶炼厂的生产和生活用电外，还承
担了附近 5个村 !"""多农户照明用电。今年
5$岁的杨俊先家住松树坪，就在发电厂不远，
她说：“从我嫁过来时，这里就有电用。”杨俊
先说，自己新站镇的娘家很晚才通电，但是婆
家这儿听说从上世纪 9"年代就用上电了。虽
然水少的时候，“用电就像点那个煤油灯，忽
明忽暗的”。

杨俊先说的水少主要是看小西湖。也就
是天门河水电厂的上游水库，中正坝拦出的
一百多亩的人工湖。“因为当时电厂工作人员
大都来自江浙一带，思乡之情难以排解，于是
就仿照西湖设了三潭印月等景观。”刘健说，
小西湖因此得名，桐梓也因为这“一湖西子
水，半壁桂林山”的美誉而名噪一时。

!下转 ):"版"

抗战电厂
! ! !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天门河的地
下溶洞内。沿着幽暗的石阶走过约 !"

米得以见光，昏暗的黄光下，一身黑漆、
平行排列的两台发电机让人肃然起敬。
走到发电机后面，铭牌上的字还依稀可
见：“%&'&()* &*&+,(-+”“.)/& -'

01)”“2&)( :456”（通用电气公司，美
国制造，:456年）。

昔日，它们通过“驼峰航线”远跨重
洋而来，成为我军 5:兵工厂的动力后
盾。$"年过去了，这两台抗战功勋依旧
矗立于此，源源不断地向外输电。

据说，德国人曾沿着滇缅公路一路
寻找它们的踪迹，却未能得见；美国勒
菲尔公司得知自己上世纪 5"年代生产
的机组还在服役，派人前来提出购回，
也被婉言谢绝。这是中国军民顽强抗日
的有力见证，弥足珍贵，不可挪移。

! 发电厂内景)上为运转了 '*年的发电机)下为石壁上所刻参与电厂设计的五所大学校徽 图 #$

! 通往发电室的大门上方是陈立夫的题字

#入天门而夺天工$ 王文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