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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正对盛家湾有着深厚
感情的一大重要原因是，上
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曾在
盛家湾学习三年。

1965 年至 1968 年，他
在盛家湾处的原常州市第六
初级中学读书，度过了美好的
初中生活。去年，母校80周
年庆，他还曾参加相关活动。

他就读的常州市第六初
级中学原是盛氏祠堂及盛氏
至亲集居的地方，当时，许多
房屋已年久失修、破败漏
雨。丁正入学时学校正在建
设新教学大楼，初一第一学期
的学习是在常州第二中学完
成的，第二学期新大楼盖好了
才回到盛家湾本校就读。

“进入我们学校，迎面是
一个半米高的土墩，上面是
一棵大槐树，要仰视才能看
到树梢，周边是太湖石等假
山围绕。教室是一排排的矮
平房，还有一栋青砖砌成的
民国式两层小洋楼。”

根据丁正的回忆，以前盛

家湾还曾有盛家湾村的编制，
学校前面是一片农田，农田尽
头是一座高大的烟囱，随着锻
造大气锤的轰鸣声，大烟囱里
冒出一股股浓浓的黑烟。这
个工厂就是常州锻造厂。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常
州锻造厂扩建，盛家湾不少老
房子拆迁。后来，丁正的母校
也经历了校名更迭、校址迁
移，现在成为常州市市北实验
初级中学。进入新世纪，盛家
湾又建起了金色新城居民
楼。只有那棵双人合抱的参
天大槐树依然矗立在关河畔，
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站在西新桥上朝西南晀
望，关河水微波荡漾，在夕阳
的余晖下，显得美丽壮观而
富有诗意。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
记得盛家湾了。一直以来我
有个心愿，如果可能的话，在
这里树个牌子，简单用文字
说明盛家湾的前世今生，那
是最好不过了。”丁正说。

盛家湾水脉纵横，人杰地灵，被老一辈人称为“风水宝地”——

这里孕育了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

常州大运河穿城而过，在中吴
大桥西侧与其重要支流关河汇合。
沿着关河路往东，靠近金色新城小
区附近，是老常州人津津乐道的盛
家湾。上一期，本栏目在报道锁桥
湾时曾提及盛家湾。报道发出后，
有读者联系记者，建议再多挖掘一
下盛家湾。“因为，这里不仅是盛宣
怀出生地，曾经有盛家祠堂，还有学
校和老厂。”

“以前，这里可是被很
多老常州人称之为风水宝
地哦。”丁正是老常州人，
对常州文史感兴趣，写了
很多和常州历史文化有关
的文章。近年来，他为了
研究盛宣怀，走访了常州
很多地方，其中就包括盛
家湾。“盛家湾和大运河密
切相关，没有大运河及其
支流的孕育，就没有盛家
湾的灵秀。”

在水利枢纽工程石龙
嘴的对岸西直街有锁桥
湾。大运河水从锁桥下穿
过，流经泰安桥、小虹桥、
虹桥流向西市河，西市河
往南流淌与穿城而过的大
运河汇合，往北流淌就与
大运河支流的关河汇合。

“西新桥往西，关河北
面，芦墅桥以东，金色新城
小区这一片区，就是盛家
湾。这里东面靠近西市河、
南面靠近大运河、西面有龙
船浜水，北面有关河，这里
曾四面环水，所以被很多老
常州人视为‘风水宝地’。”

据丁正介绍，盛家湾
不仅是盛宣怀的出生地，
还曾是常州“龙溪盛氏”祠
堂所在地。据《毗陵龙溪

盛氏宗谱》（敦睦堂藏版）
记载，“龙溪盛家”迁常一
世祖为盛睿，是明初历城
侯盛庸长子延一之子。他
是明永乐三年（1405）的岁
贡生，“官知县，自金陵迁
居常州城西北之龙溪，并
开族为常州龙溪始祖”。

丁正介绍，龙溪应为
小河，以前代指盛家湾这
一片地方。由于南边卧龙
湾畔的小河被填，西边的
龙船浜被填作为农田，龙
溪缺少了源头之水，也不
知在哪一年就枯竭不见
了。盛氏一族迁居此地
后，该区域遂称盛家湾。

“盛家湾是‘龙溪盛家’迁
居常州的始居地。600年
来，后世子孙枝繁叶茂，又
迁居各地数十处。”

大运河西直街附近一
直往北到其支流关河，一
个大约两平方公里的区域
有三个湾——锁桥湾、卧
龙湾、盛家湾，还有三个含
有龙字的地名——卧龙
湾、龙船浜、龙溪。

“这里水脉纵横，人杰
地灵，孕育了清末中国著
名的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
宣怀。”丁正说。

今年58岁的盛志荣，是
盛宣怀一支的旁系，儿时曾在
盛家湾生活。多年前，他怀着
对盛家湾一草一木的深厚感
情，走访了许多当年住在盛家
湾的老人，再加上儿时的记
忆，创作了一幅近5米的国画
长卷《盛家湾》。在这幅画上，
不仅有盛家湾数十座房子、
祠堂等建筑，还有骑马的、挑
担的等日常生活场景，依稀
有“清明上河图”的味道。

盛志荣介绍，以前，盛家
祠堂在常州有好几处，但这
里是盛家最早祭祀列祖列宗
的地方，后来，盛氏家谱修订
时就在盛氏宗谱前加了“龙
溪”两字。2016年，盛宣怀
去世100周年时，他还曾和
盛家后人一起到苏州参加相
关纪念活动。

盛家湾分前湾和后湾，

之间有一座桥叫做“莲子
桥”，通西新桥方向的是前
湾，通卧龙湾一边的是后湾。

“提到龙船浜，就不得不
说一说龙舟。旧时，由于浜
里会放置龙舟（龙船），所以
这里就被叫做龙船浜。”丁正
介绍，以前，一到端午时节，
龙船浜这里就龙舟竞集。龙
舟比赛结束后，外埠的龙舟
队通过运河回去，而本地的龙
舟队就把龙舟压上石块，做上
浮标（记号），沉入水中。来年
端午来临之际，再把龙舟从水
中起出，修理、上漆、装饰，龙
舟又变得美轮美奂，可以继续
参加龙舟大赛了。

丁正听上一辈老人讲，
受龙船浜赛龙舟的影响，在
盛家湾一带，油灰匠人（修船
人）较多，此外还有木材店、
中医铺等。

当年盛事，龙舟竞赛龙船浜

关河畔的大槐树，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盛家湾，“龙溪盛家”迁居常州
的始居地

大运河重要支流关河，盛家湾就在它南侧

盛志荣创作的《盛家湾》局部图

上世纪七十年代常州锻造厂在安装设备

令丁正念念不忘的大槐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