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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江，原名罗永祥，后改名为罗金江，四川新都人。

1915年生，14岁参加革命，历经战火硝烟，2010年因病

离世。金江曾于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任中共盱

眙县委书记。

知道金江，是因为他后人的一次寻找。金江，是他

在延安学习结束后，根据组织安排前往华中工作时使用

的化名。在盱眙历史记载中，一直用的都是金江之名，

罗金江是在他回四川新都以后使用的名字。

金江做过中共盱眙县委书记，党史上有关金江的记

载不多，朱云谦回忆录《烽火年华》第七篇章《烽烟滚滚

战淮南》里有这样记载：

“8月初，我同来安、嘉山、盱眙县的领导同志徐速

之、李锐、金江、范国璋、高英、胡少卿等，在嘉山、盱眙交

界的朱刘集会合，成立了三县工委。”

“9月9日黄昏，在白云寺，我向徐速之同志交待了

工作，同各县同志恋恋不舍地分手，带领第十六团冒雨

启程东行。回顾一个多月的游击战斗，我对留下来的战

友确实放心不下。尤其是金江同志，我同他在盱眙共事

多年，无论从组织关系或从私人情谊方面，我都应当找

到他。可接连派出三批人都没有结果，最后一批人竟一

去不返。金江同志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经过查证，金江当时率领少数地方武装战斗在盱眙

县境内的西高庙、仇集一带，后被敌人冲散。金江同志

化装到南京，找到了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后来，他被派

往四川做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四川工作。

《盱眙县志》大事记（1946年）条目中有这样一段记

载：“9月下旬，中共领导的游击便衣大队中队教导员植

品三与中共盱眙县委书记金江被迫离县赴南京中共代

表团办事处。”

金江的女儿罗勤辉写过一篇回忆他父亲的文章

《“双军政”家族健在的老红军罗金江》，文章中记载了金

江的人生经历。

金江，1915年8月6日生，四川省新都县桂湖乡洪水

碾人。1929年夏参加革命，经老师刘履冰介绍参加中国

共青团。1938年4月，金江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四期学

习。同年6月19日，由指导员黄涤尘同志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9年7月，金江奉命前往华中工作，改名金

江，随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一行越过津浦路封

锁线，后由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方毅同志分派，协助路东

地委书记李世农同志做地方工作。1939年11月，金江

任中共盱（眙）嘉（山）县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1940年3月，金江参与指挥了与半塔集战斗密切相

关的白米岗战斗。1940年4月，反摩擦斗争胜利，淮南

路东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中共嘉山县委成立，江平秋

任书记，汪道涵任县长，金江任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兼

来安县自来桥区委书记、嘉山县第二区（津里区）委书

记。1941年1月，金江任县委副书记（汪道涵任县委书

记）、组织部部长兼县各界抗敌协会总联合会主任。

1942年2月，任县委书记兼县总队政委。1943年2月，

实行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淮南区党委决定

将盱眙、嘉山两县合并为盱嘉县，县委书记为岳明，同年

8月之后为朱云谦，金江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944年11月，金江前往淮南区党委党校任支部副

书记。1945年9月，前往淮南路西地委任组织部副部

长。1945年11月，奉命前往东北，行至淮阴时因交通被

敌截断，返回淮南路东。1945年12月任盱眙县委书记

兼县总队政委。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淮

南解放区，由于敌众我寡，不能坚守，我军主力转移到淮

北和苏中。路东只留军区副参谋长朱云谦率领的第十

六团，作为各县的核心和依托力量。同年7月28日，成

立盱（眙）来（安）嘉（山）工委，领导三县工作，朱云谦任

书记，徐速之、李锐、罗金江、范国璋、高英、胡少卿同志

任委员。各县组织起一批精干的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游

击，其余大批干部撤至淮北。金江带领一支精干的地方

武装留在盱眙与敌周旋。后因形势严峻，损失很大，不

能坚持，只好于1946年 9月底至10月初分散突围撤

退。后金江前往南京找到了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并汇报

了相关情况。得到指示后，他试图前往根据地，但多次

尝试都无法顺利前往根据地，后经中共南京办事处同

意，他回四川开展工作。

1950年5月，金江任新都县第四区区长。1952年9

月，他任四川省总工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1953年

4月，他到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工作。2010年7月14日，

他因病离世。

金江一生，艰难又坎坷，收集整理这些资料，是为了

铭记和缅怀他。

在走访板闸乡贤106岁的黄福全老人和89岁的赵洪池老人

时，他们向我介绍了横亘在大运河淮安段600余年的板闸船桥，还

向我介绍了板闸的一座火山岩（又称玄武石、黑马石）石拱桥。船

桥和火山岩石拱桥，在板闸周边大大小小几十座桥中，是最有名

气的两座桥。船桥如今只存在于历史记忆中，而火岩山石拱桥还

完好如初。

他们的记忆中，关于板闸火山岩石拱桥是怎么建的有两种说

法。其中一种说法是，清代，有一艘装满石头的商船过板闸时，因

夏季暴雨，加之上游来水湍急，致船侧翻在闸门下侧。管闸的漕

官为保持河道畅通，不影响漕运，只得下令关闸清理沉船。闸夫

们带着粗麻绳下水，将麻绳一头拴在石头上，岸上人用力往上

拖。拖上来的石头都是带着小孔的火山岩，而且经过石匠师傅的

处理，整齐划一。跑船的人说，这些火山岩是京城一位富商特地

购买，准备捐给通州一座眼光娘娘庙造桥用的。后来，富商听闻

运石头的船在淮安板闸沉了，便传话给船主说，此船上的火山岩

和通州眼光娘娘庙无缘，就留在淮安板闸吧。后来，板闸一位富

商见当地一座木桥年久失修，便用这批石料建了一座火山岩石拱

桥。

还有一种说法是，板闸火山岩石拱桥是当地一位盐商建的。

清代，该盐商经常从板闸出发运盐到南方。有一次，运盐船通过

一条河时，他听说该河需要拓宽，河上不少桥要被拆除，其中就有

火山岩石拱桥。盐商知道火山岩很珍贵，因为他在淮安府城上板

街武元王庙门前见过一对火山岩石鼓（这对石鼓目前在文通塔苑

门前）。因此，这位盐商便花钱将被拆除的火山岩石拱桥买下来，

移建在家乡板闸的河道上。

赵洪池老人还回忆，板闸火山岩石拱桥因板闸整体拆迁，现

在被移建到位于生态文旅区的淮安森林公园内。

为寻找板闸火山岩石拱桥，我近日特地来到淮安森林公园，

在一位保洁人员的指引下，找到了这座火山岩石拱桥。桥架在一

条南北走向的河上。在桥的西首有一块石碑，石碑正面刻着：“淮

安市文物保护单位 板闸石桥 淮安市人民政府 二〇〇九年六月

十二日公布 淮安市人民政府立”。石碑的背面上刻着：“板闸石

桥又名文津桥。原位于楚州区（楚州区已更名为淮安区）淮城镇

板闸村南街组，2010年迁至现址。清乾隆年间，淮关监督在此建

文津书院、观音庵；复疏浚河道，建造板闸石桥。是淮安保存最好

的古代石拱桥。”在桥东首有一块好似打开的书页的石碑，石碑上

竖刻着：“移建文津桥记 文津桥又名观音庵桥，俗称大桥。清乾

隆三十九年（1774年）黄河决口，风光秀丽的山子湖、邱家湖被淤

为平陆。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淮关监督在遗址上建观音

庵、文津书院，复疏浚河道，建造文津桥，便民通商，惠及四方

……”如此说来，民间传说和官方记载的板闸火山岩石拱桥建造

时间是大体一致的，只是关于火山岩的来源，石碑上没有说，民间

却有传说。

一位老人见我来回观看并用尺丈量火山岩石拱桥，便主动对

我说，他从小生活在板闸，经常从石拱桥上走，移建后的火山岩石

拱桥基本保持了原貌，只是桥两边的栏杆和桥面上的石阶是新配

的。原来的桥栏杆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坏了，掉入河水中，

而石阶因年代久远也损坏了。

赵洪池老人几年前曾特地骑车到淮安森林公园查看移建后

的火山岩石拱桥。他也说：“桥修旧如旧，保持了原来的样子。”

现在的火山岩石拱桥长约19米，宽约5米，东西各有石阶16

级，台阶由条石垒成。台阶中间有坡道，方便车辆过桥。桥面中

间的平台长12.5米，宽3米，供行人休息或观赏风景。桥两边各有

13块石板护栏，刻有荷花等精美的图案。

桥有拱形桥孔3个，中间的大孔宽约7米，高出水面约6米，大

孔两边各有一个宽约2米的小孔。整个火山岩石拱桥显得古朴大

气、秀美庄重。

有一位桥梁专家告诉我，板闸火山岩石拱桥至今保存完好，

十分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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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建后的板闸火山岩石拱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