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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陵路中段，盛世
名门小区隔壁，有一处中
西合璧式建筑群。这些
建筑硬山顶、木结构、青
砖黛瓦，墙角均嵌界石。

建筑群坐东朝西，由
主楼、厢楼和后楼组成，
各楼相互连接，平面略
成凹字形。南边另有附
属建筑，中间有一个较
大的院落。该建筑群
里，每个楼都有两层。
临街大门门框为麻石库
门，门楣上端镶嵌砖雕
楷书“临清木业公所”字
样。后楼东向墙面上则
嵌有楷书“临清公所”字
样砖雕，南侧立有“临清
会馆”石碑。

“曾经，这是旧时常
州北门外最好的一座房
子，是当时运河上木业交
易辉煌的见证。”常州文
史专家邵志强曾专门收
集过我市会馆资料，他告
诉记者，“临清”为旧时江
西临江府和清江县的简

称。临清会馆建造于清
光绪年间，会馆建成后，
由于运河上木材交易的
兴隆，到民国年间已不够
使用了。于是，临清木商
就在临清会馆对面，新建
临江公所，供临江、清江
的木商办公、膳食所用。
2008年，临清会馆被列
为第四批常州市文物保
护单位。

邵志强介绍，会馆是
中国古代民间商会的特
殊建筑称谓，大多采用同
乡商会联合的形式修建，
明清时期中国商业繁荣，
各商业要地均修建有大
量会馆。

常 州 自 古 商 业 发
达。尤其在清代，外来木
商纷纷在常州建造会
馆。最多时，常州曾有各
地各类会馆几十处。但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岁月
的流逝，目前，仅有“临清
木业会所”还保存着完整
的会馆遗址了。

木商云集，
水运交易下的明清繁华

以前，常州运河沿岸车马如流，运河上舟
楫如织，各个地方的商船往来其间。明清时
期，各路木商纷纷来常州发展，建造会馆。这
其中，江西木商较为突出，他们靠运河积累财
富，在常州建造了多个会馆。这些会馆背后，
是一个个和运河有关的故事……

常州运河生生不息。在运河边
的三堡街社区，至今仍生活着一些
江西木商的后代。今年70岁的黄幸
福在运河边生活了一辈子，他的祖
上是江西樟树人。

“从爷爷来常州那一代算起，我
已经是第三代人了。”黄幸福介绍，
除了他爷爷，他父亲年轻时也从事
的木材行业，后来生意不好，才转行
做了其他工作。

由于爷爷和父亲都从事木材生
意，他从他们口中听说了不少运河
和木材有关的故事。“听他们讲，常
州运河的水非常好，运河水里含有
泥沙，非常适合保存原木。如果是
一般的清水，原木泡在里面容易发
黑腐烂。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江西
人喜欢来常州，在运河上做木材生
意的一大原因。”

前几年，黄幸福的妹妹和妹夫
还曾回过老家樟树。“以前，我爷爷
从老家来常州是走水路，现在我妹
妹回老家是乘坐的高铁和汽车，很
方便。”

黄幸福爷爷当年发迹后盖的两
层小楼仍在运河边的三堡街矗立。
小楼已经很多年没住人了，前几年
相关部门对其进行了部分改造。

“每次看到小楼，我就会想起爷
爷。如果不是他在运河上做木材生
意，就不会有我们一家在常州的几
十口人。扎根常州，感谢常州大运
河！”黄幸福说。

“常州最早的会馆是全
闽会馆，性质其实是妈祖庙，
是由福建人在常州建造的，
同样位于大运河的三堡街。
当时，全闽会馆在常州主要
有两大功能，首先是满足在
常福建人的精神信仰，其次
是供福建客商接客会友，吃
茶讲礼。”邵志强介绍，该会
馆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后
来，该会馆遗址上办起了学
校，常州西仓桥小学内还有
关于全闽会馆的碑记，记录
了会馆建造的经过。根据碑
记记载，该会馆建造于乾隆
五十年。

清代是常州会馆文化最
兴盛时期，较为著名的，常州
北门外还建有五省会馆，横
兴路建有徽州会馆，尤其是
木业会馆，在常州会馆中独
树一帜。

资料记载，清末，有经营
夏布、药材的江西商人，曾建
有江西会馆，由于经营不善，
入不敷出，便向临清会馆的
老乡求助。后来，江西会馆
被临清会馆的老乡们接手。

除了江西会馆，江西人
还在三堡街大运河畔建造了
洪都会馆。据邵志强介绍，
该会馆起源于木商之间的竞
争。清代中期，江西木材商
在常州业绩不凡，江西赣州
龙南人魏麦卿更是其中翘
楚。

“为了团结江西木商，增
加竞争力，魏麦卿等集资在
三堡街创立了属于赣州木商
帮的龙南会馆，也称赣龙信

公所。”
江西木商当时云集常

州，其中南昌木商见赣州木
商建立了会馆，也发起建造
了洪都商会，并于清宣统元
年在三堡街建造了洪都木材
商公所，被称为洪都会馆。
资料记载，每逢正月十八、七
月十八，洪都会馆都要敬神
唱戏，场面非常热闹。抗战
爆发后，水运受阻，江西木材
运不出来，洪都木商生意萧
条，日渐冷落。

此外，婺源木商在常州
北门外运河边也建有会馆。
嘉庆十九年，婺源木商集资
建造会馆，后来，该会馆也毁
于太平天国战火。

“在当时，婺源还不属于
江西，而属于徽州管辖。”邵
志强介绍，婺源是宋代大儒
朱熹的故乡，婺源木商出门
在外，喜欢“儒商”之说，经营
商讲究信誉，穿戴也很讲究，
成交率高，事业发达。

资料记载，当年常州第
一家木业即为徽州婺源木商
屠氏在常州北门外天翔桥堍
开办的屠源丰木行。

“这里原是与运河相通
的水沟，屠源丰木行将其填
平，形成小巷，起名‘斗巷’，
意为‘日进斗金’。”邵志强告
诉记者，当年常州北门还流
传有民谣：“源丰源丰，生意
兴隆，日进斗金，令人眼红。”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市曾出
土清嘉庆六年所立的“屠氏
宗祠碑”，是屠氏在常州最早
的木业历史记录。

临清会馆，运河木业交易的
见证者

“斗巷”故事：木业生意日进斗金

在运河边的三堡
街附近，仍生活着江西
木商的后代

运河边的运河五号附近仍生
活着一些木商的后代

斗巷石碑，上面记录着木商和斗巷的历史

临清会馆

原常州大运河西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