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金坛城西门一二公里，有个叫邮

堂庙的村子。听说，邮堂庙在五六十年

前确实有个“庙”。

据民国《金坛县志》记载：邮堂庙在

望华门外四里，相传神武陵人姓张名勃，

汉世治水有功。故里人祀之。

据史书记载，张渤是武陵龙阳人，生

于西汉神爵三年，身长七尺，英姿勃发。

他先后与柳氏、李氏为婚，生五子一女。

据道书《历代神仙通鉴》，张渤为远

古大禹时期荆蛮地区部落的酋长、统帅。

他带领百姓疏通江河，征服洪水，化害为

利，发展农耕，为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

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渤治水，为民造福。至此，

江南水乡，年年风调雨顺，人人勤

奋劳作，岁岁五谷丰登。

邮堂庙也是宋代（南宋）的驿

站。南宋迁都杭州后，在杭州和南

京之间，金坛是宁杭官道上一处重

要的驿站。古时驿站，除了负责传

信送公文外，还是接待朝廷大臣和

到外地赴任官员的招待所。

金坛古城呈椭圆形，金坛城形

成六城门、两水关、两座桥（南新

桥、北新桥）的格局。望华门人们

统称为西门。

邮堂庙院内有两棵浓阴覆盖

的古银杏树 ,一棵树树干通直光

滑，生长茂盛；另一棵树主干基部

南面曾受过严重伤害，木质部分裸

露。据了解，两棵白果树有 600余

年的历史了，是解放前金坛西门外

最高标志，还曾是飞机导航的地面目标

物，在航空地图上都有记载。古树附近

还有一通石碑，似功德碑。

1975 年，邮堂庙改设为城西中学

（1995年更名为金坛市第四中学）。曾经

莘莘学子，读书有地方，现邮堂庙已成为

工厂厂房。

地 名 渊 源

邮堂庙今昔 □ 王晓明 沈成嵩

儒林集场起源于庙会。儒林镇西街

头，旧时有一处庞大的庙宇群。所谓庙

宇群，就是不止一栋房子，是由数栋房子

组合成的。

每当举办庙会，人群聚集到儒林街

上，有头脑灵活者顺便在街上做起了买

卖。之后，做买卖的人越来越多，就形

成了市场。生意市场形成后，每年到了

约定俗成的集场日比如二月初八，十里

八乡的民众都不约而同上儒林街，这就

是儒林“二月八”集场的来历。现在基

本上每个集镇都有集场，儒林“二月八”

集场是金坛乃至周边地区每年最早的

一个集场。

计划经济时期，集场上主要是农民

交流，贩卖农用工具、生产资料、农副产

品以及生活用品等等。另外，磨刀的、修

盆的、补锅补碗的，五花八门，一应俱全。

改革开放以来，集场的内容发生了

彻底的改变，由于农民分田到户了，大型

农具等生产资料不见了，农民不以种田

为主业了，都开始种植花木，养殖螃蟹鱼

虾等等。满街都是小商贩的摊位，迎合

小孩子的玩具和食品居多，各种类型的

大型儿童游乐场所，搭建了整整半条街；

各种烧烤、各种炒货、水果满街都是；衣

裤鞋袜、床上用品，要啥有啥；灯具、锅碗

器皿、各式各样。

时代在前进，事物在发展，农村农贸

集场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都

是社会发展进步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

高的体现。

金 沙 风 物

儒林集场 □ 诸葛佩圣

万开元，1887 年出生，金坛城东东

村人,祖籍扬州。为了逃难，父亲带着一

家老小来金坛落户，住在荒郊一个鱼塘

边的茅草棚里。人们把那里叫做“万

家棚”。

1918 年，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万

开元只身来到上海，进了日华纱厂打

工 。日本人经营的工厂，戒备森严，工

人稍有不慎，即遭棍击、罚款之苛，连女

工也随意殴打毫不留情。万开元从刚开

始的胆怯紧张转变为号召大家群起

反抗。

1924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组织

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先后开办

工人文化补习学校，邓中夏、恽代英、项

英、李立三、杨之华、刘华等党和工会领

导人员的课堂教学、演讲报告，万开元听

得入脑入心，明白了过去一直弄不明白

的问题，也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

思想和奋斗目标。每逢夜班，日本工头、

领班等监管人员深夜睡觉时，他就聚集

工友，宣传革命道理和国内外工人罢工

斗争的情况，要大家团结起来与洋老板、

工头作斗争，工友们积极响应。万开元

很快成为工友俱乐部的骨干，并被发展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 年 2 月 2 日，内外棉八厂日本

领班无理殴打女工，觉悟了的工友们忍

无可忍，群起反抗，将领班狠揍一顿。谁

料洋老板却蓄意制造事端，开除为首的

男工。工友们气愤地撕毁了布告，派出

代表向厂方据理抗议，不准开除工人，并

要求严惩打人的领班。洋老板一意孤

行，工人代表入室尚未坐定，早已等待的

英巡捕突然出现，逮捕了工人代表。工

友们义愤填膺，展开罢工，并示威抗议。

2月 14日，在党和工会领导人邓中夏、刘

华等组织领导下，沪东、沪西 2家日本纱

厂 7万余工人纷纷响应，组成罢工联盟，

统一罢工。

万开元是内外棉五厂工人大罢工联

盟的主要领导成员，他与工友们紧密地

团结在一起，教育工人团结互助，克服困

难，坚持罢工，争取胜利。同时，还抓住

一切有利时机，向社会宣传，争取社会各

界的支援，帮助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

难。罢工坚持了 23天，内外棉各厂老板

终于答应了大罢工联盟代表提出的七项

要求。二月罢工的胜利，教育和锻炼了

广大工人、干部，万开元因在这次罢工斗

争中表现出色，被任命为内外棉五厂的

党支部书记。

二月罢工给了日商一次沉重的打

击，可不久，日商便玩弄花招，欺骗工人，

拒不履行罢工联盟提出的七项要求。厂

内戒备森严，监管人员变本加厉虐待工

人。万开元气愤之极，一面向上级党和

工会组织汇报，听取指示；一面安慰工

友，激励大家的斗志。

4 月开始，国内市场出现了棉贵纱

贱的大变化，5月中旬，日商内外棉各厂

联合行动，只开白班不开夜班，夜班工人

生活没有着落。在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

下，各厂工人采取了联合行动，用怠工方

式来积压原料，迫使厂主开夜班。万开

元领导内外棉五厂工友，按怠工计划行

事。日商的阴谋破产后，凶相毕露，二厂

率先开除工人代表，多名工友被打致伤，

七厂工友在斗争中遭武装镇压，顾正红

中弹牺牲，数十人受伤……

1925年 5月 16日，万开元根据刘华

等领导的部署，在厂内发动工人参加内

外棉厂大罢工的统一行动。正当万开元

组织工友要求惩办杀人凶手时，一帮巡

捕直冲万开元，把他绑起来，关进巡捕

房。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三十天，

他刻下了六个“正”字。狱中，他虽度日

如年，仍然毫不畏惧，不向恶势力低头，

据理驳斥那些所谓的“煽动工人闹事”等

一切无理指控，坚持“工人代表为工人说

话没错，更无罪!”

就在万开元在狱中刻下第七个“正”

字第一笔的时候，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

组织通过层层关系，终于把他营救出来。

出狱后他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组织领

导工友们继续战斗。

1927年 4月 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

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

人领袖。因及时得到情报，万开元保护

李立三等领导安全转移至武汉，幸免于

难。一个凤雨交加的深夜，万开元在家，

正为形势突变犯愁，一阵紧急的门声，夹

杂着“开门!开门!"的狂吼声，他预感到情

况不妙，镇定的对妻子万小葱说:“我要

被捕了，你得设法马上通知汉口保圣堂

的李立三同志迅速转移……”话音刚落，

家门被撞开，一帮满脸杀气的军警、特

务、叛徒冲了进来，在一阵搜查后，他被

绳捆索绑押走。

1927 年 7 月 19 日，汉口关山刑场，

敌人射出了一串罪恶的子弹，万开元应

声倒下。

万开元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革命

献出了生命，建国后，时任中央人民政府

劳动部部长的李立三，亲笔写信给上海

市人民政府陈毅市长，提供万开元烈士

的情况。1950 年 3 月，万开元被追认为

革命烈士。

金 坛 先 贤

工人运动的先驱万开元 □ 曹文彬 盛杰

文 史 2022年7月4日 星期一

编辑：龙忠云 版式：陈丽华 07热线：82368015 邮箱：JRJT005@163.com

注释：①瘝：guān，疾病，痛苦。

②幼公:指戴叔伦。

【意译】

高高登上金坛城城门垛，只见田野

上薄雾朦胧一片。长荡湖飘过片片帆

影，雷雨滋润着四周的山川。围着城墙

看到桑麻田稀稀落落，花草柳影在不远

处慢慢枯死。为凭吊已故的诗伯戴叔伦

心中感慨颇多，在杜鹃的鸣声中怀着一

腔愁绪回家。

艺 文 采 珍

登金坛城
□ 李秉阳

高憑粉堞立城湾，一邑烟云指顾间。

百里风帆长荡水，半天雷雨润州山。

桑麻绕郭都缘僻，花柳近郊渐起瘝。

为吊幼公增感慨，杜鹃声里抱愁还。

邮堂庙院内的古银杏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