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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洞下洗衣
梦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5月22日上午10点过，阳光明媚，九龙坡区陶家镇陶怡路社区，今
年62岁的张孃孃像往常一样，在独善桥下的浣洗洞天洗衣服。张孃孃
是土生土长的陶家镇人。“在十几年前，我们陶家镇的人还要在大溪河边
蹲着或弓着背洗衣，风吹日晒极为不便。后来，镇政府照顾我们的习惯，
就在桥洞下修建了这些洗衣槽，槽面又宽又大，下雨天不淋雨，大晴天不
晒太阳，比以前下河洗衣服安逸多了。”张孃孃介绍，洗衣水是从上游拦
河坝修水渠引过来，慢慢沉淀，流到洗衣槽的时候清澈透亮。

58岁的刘师傅也是陶家镇人，在附近环卫公司上班。他是来洗工作服
的。他说：“我老母亲八十多岁了，除了陶家镇，我们在其他地方还有大房
子，但老母亲不愿意搬走，说这里洗衣服方便，环境好、空气好，住起安逸，不
愿意搬。我们都喜欢住在这里，公园步道连成一片，耍的地方也多。”

这时，张孃孃清完毯子，扭头对刘师傅的老伴张姐说：“张姐停一下
手，来帮我拧一下。”两人熟练地抻开毯子叠成几折，形成长条，一头站着
一个，像拔河一样，往相反的方向拧。这一幕画面，不禁让人回想起了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洗衣机还没有完全普及时。

河风轻拂，流水潺潺，槌声和笑声此起彼伏，像一首有节奏有韵律的
乡愁之歌，回响在桥洞之下。

一天两三百人
河对岸的人开车来洗衣服

除了清澈的水流和宽敞的槽面，洗衣槽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节
约水费。刘师傅的老伴张姐算了一笔账：“我们家四世同堂，六口人，每
个月可以节约一百多元的水费钱。”

10点30分许，张孃孃洗完一桶衣服、一篓毯子，准备离开。她说：
“早上11点前，这里人最多。最早凌晨三四点钟，最晚夜里八九点钟都
有人来洗衣服。今天我9点过就来了，洗衣服的人多，我就站到旁边排
队等。我用的这个洗衣槽，前面已有6个人洗过衣服了，我是第7个。”

尽管人数众多，但大家洗衣时互相礼让，从未发生争执。张孃孃说：
“我们这里洗衣服的人多了，慢慢都有规矩了：一是打拥堂的时候，洗衣
服的人要自觉洗快点，不要边洗边聊天。二是如果排队的人有急事，可
以先说一声，大家会让有急事的人先洗先走。我们这里洗衣物都很和
睦，没看到大家为排队洗衣服红过脸、吵过架。”

张孃孃还做了一个统计：“这里一共19个洗衣槽，整个上午，按平均
7个人/槽计算，有133人来洗衣物，其他时间段来洗衣物的人要稍微少
点。我估计平均一天有两三百人来洗衣服。有时候河对岸西彭那边的
人，都开车把毯子、被子、窗帘等大件运来洗，洗干净了再用车拉回去。”

小小洗衣槽
承载着对乡土生活的热爱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许多传统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然而，浣
洗洞天这些小小的洗衣槽，不仅是一处洗衣的地方，更是凝聚乡愁的场
所，承载着许多人对乡土生活的热爱和自豪。

张孃孃感叹道：“昨天我去走人户，我就说，陶家镇比城头住起都安
逸。空气好、环境好又宜居，周围还有园区可以去上班。我儿子一家在
城里住久了，也想着要回来耍，说回来生活最舒服了。”

陶家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独善桥原本是白市驿到西彭必经的一座老
桥，因为白彭公路的扩建，三个拱的桥洞也随之扩宽。中间一个拱下面
是主河道，靠陶家一侧的边拱下面，利用河水落差，就修了这些连排的洗
衣槽。陶家镇党委政府近几年来新建了陶家生态公园、滨河翠堤公园、
廉政文化公园，这些便民洗衣槽属于滨河翠堤公园的一部分。洗衣区域
场地宽阔，河水源源不断地从大溪河上游顺着鹅卵石铺成的水渠淌过洗
衣槽，洗过衣服的污水又通过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陶家镇的环卫
工作人员还会定期对洗衣槽附近的区域进行清理，确保环境清洁卫生。

“目前，我们正在原洗衣槽下游不远处，新建便民洗衣槽，满足周边群众
洗衣的需求。” 据上游新闻

九龙坡区大溪河上有一座独善桥，把陶家镇开发区与西彭镇连在一起。桥上车来车往，而桥
下，19个洗衣槽连成排，每天吸引上百人来洗衣淘菜拉家常，甚是热闹。住在河对岸西彭的人们甚
至开着车，载着大件床品、窗帘，特地赶来洗衣物。

浣洗洞天，这处独特的公共设施，已成为了陶家镇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便
利了人们的生活，更成为了他们寄托乡愁的场所。

桥洞下桥洞下，，大家在洗衣物大家在洗衣物。。

张孃孃张孃孃（（左左））和张姐在拧干洗净后的毯子和张姐在拧干洗净后的毯子

既护住一江清水 又留住一抹乡愁

桥洞下的洗衣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