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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电话：866320726
这里是《档案柜》，一个深度记录常州往事的版面。
如果您记忆中有一段珍贵的往事，关于这座城，关于一些人，请找我

们聊聊。拂去历史尘埃，留住岁月痕迹。
线索及投稿邮箱：272173743@QQ.com，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做在版首，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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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档案馆 常州市档案学会 常州晚报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
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刘禹锡的这首诗让很多人记住了
秦淮河畔乌衣巷。在常州，也有一处
和“乌衣”有关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
乌衣浜。乌衣浜位于天宁区东下塘古
运河（今南市河）边，现在是一条长约
几百米的南北走向小巷。

“乌衣浜在历史上是分流古运河
水向南的南邗沟的一部分。”常州著名
文史专家陈伟堂多次来到乌衣浜，并
专门查阅过相关历史资料。据他介
绍，南邗沟在历史上曾是常州重要的
水循环系统，南邗沟水经德安门通过
罗城（旧时常州外城）护城河（即今天
同济桥下的明运河）。乌衣浜西曾有
荆溪馆（驿站），南宋初，宋高宗赵构征
讨金兵，曾驻跸于此。自明初常州守
御官汤和改筑新城后，乌衣河的航运
功能渐弱。解放初，随着吊桥路的建
设，乌衣浜逐渐湮废，成了巷名。

“资料记载，明代以前，乌衣浜可
通达宜兴荆溪，所以这里还有荆溪村
的地名。相传，苏轼就是通过乌衣浜
抵达宜兴荆溪的。”陈伟堂说，常州有
学者认为，常州南邗沟又称乌衣河
（浜），可能与这里多燕子有关。“古人
将紫燕比喻成乌衣；也可能与这一带
在历史上是官员和名士的聚集地有
关。据说，旧时，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
穿黑衣，黑衣就是乌衣。”

隔河相望青果巷——

乌衣浜：在运河文化中读懂常州

上一期，本栏目报道了会馆浜和运河的
故事。其实，有一个地方和会馆浜有些相似，
也有河、有桥、有老厂，而且它的名字也有诗
意。这个地方就是乌衣浜，它从历史中诗意
地走来，给我们展示一个历史悠久、充满文化
底蕴的常州。

“身上穿着‘荷花灯舞’牌灯芯绒的
服装，床上铺着‘双叶’牌床单……这是
30年前常州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而生
产‘双叶’牌床单的常州巾被总厂，就在
乌衣浜附近荆溪人家小区地块附近。”60
岁居民高小棠（化名）从小生活在乌衣
浜，现在他还和妻子生活在乌衣浜的老
房子里。

据他回忆，2006年，乌衣浜片区经
历第一次拆迁，4年后，经历了第二次拆
迁。如今，像他一样仍然居住在老房子
的居民还有约50户人家。“当时，与老房
子一起拆迁的有一个老厂，这个老厂就
是常州巾被总厂。30年前，常州人家里
几乎都会用这个老厂生产的‘双叶’牌床
单。床单是棉的，非常结实，非常好用。”

钱亚萍是从 1990 年起进常州巾
被总厂的，工作了15年。据她回忆，该
厂鼎盛时，总厂加分厂，工人总共有
1500多人，是常州有名的大厂。“这个
厂不仅在常州，在全省乃至全国都非常
有名气。”

在陈伟堂看来，常州作为大运河穿
城而过之地，交通南来北往，商贸活动活
跃。自古以来，依托大运河带来的福利，
常州农业、手工业生产一直较为发达。
新中国成立后，常州利用雄厚的工业基
础和人才资源，依托运河布局，纺织业、
粮油加工、机械制造、电力等一大批企业
蓬勃发展，创造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奇
迹。发达的工业也让一大批“常州制造”
成为明星品牌，为这座城市赢得了殊荣。

如今，与乌衣浜隔古运河相望的青
果巷，人来人往，越来越热闹，成为网红
打卡点。“大家去青果巷游玩时，不妨到
对岸的乌衣浜来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
老城厢也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在这
里，也可以更好地读懂常州。”陈伟堂说。

乌衣桥东南方向约20米
处有一个亭子。陈伟堂介绍，
这个亭子名为东山亭，是前些
年和乌衣桥一起重建的。

重建这个亭子是为了纪
念一个名叫独孤及的人，他在
唐代宗时期曾任常州刺史。
独孤及好古文，是古文运动先
驱。《毗陵志》记载，唐朝时，东
山亭是常州名胜：“亭在荆溪
对河，大历中独孤及守建”。

“旧时，东山亭与苏州的
沧浪亭一样，虽然叫亭，其实

是园林。当时，这个园子有数
亩之大，是常州的风景名胜
点。”陈伟堂介绍，独孤及到常
州任职后，在致皇帝的谢表中
说：“江东之州，常州为大”，对
常州多有称赞。

独孤及在常州担任刺史
三年，兴利除弊，关心民生，重
视水利，政声颇佳，最后终老
于常州。所以，独孤及也被称
为“独孤常州”。

独孤及谢世时，常州全城百
姓“行路恸哭，罢市相吊累月”。

在乌衣浜巷口北侧，古运
河（今南市河）南岸，有一座东
西走向的石桥，这个桥就是乌
衣桥。

“现在没有跨河，它以前
是跨南北走向的乌衣浜的。
乌衣桥扼乌衣浜北口已有
13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后
来，明城墙拆除，城墙废砖和
土填没了乌衣浜和乌衣桥。
后来，有关部门重建这座桥，
方位还是原来的方位。”陈伟
堂查阅资料后发现，乌衣桥最

早是单孔石拱桥，百年前，为
了通行方便，拱桥才改为用花
岗岩条石组合成平板石桥。

乌衣桥，原名臧桥，建于唐
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祥符
经》云：“大夫臧蒿居住于此”，
所以，该桥最早被称为臧桥。

据说，当时出入臧蒿家的
官员大多是穿着黑衣的，后人
就用金陵“乌衣巷”王谢旧居
的典故命名其地，所以就有了
乌衣浜的由来。浜上的石桥
就被称为乌衣桥或者臧桥。

一厂：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它生产的被单，常州
人都用过

■吕洪涛 图文报道

一桥：扼乌衣浜北口已有1300年历史了

一亭：记住一个被称为“独孤常州”
的唐朝刺史

一河：现在是巷，旧
时是河，可通达宜兴荆溪

现在的乌衣浜

东山亭

乌衣浜路牌
双叶牌床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