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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运河，就没有古槐滩

在横林东大街，有一座公园，名为古槐晓园。
古槐晓园的石碑上，记录着横林名字的相关来历：
横林镇原名古槐滩，名称由来已久，早在宋元时，就
已出现古槐滩之名。

为何被称为古槐滩，该石碑也作了解释：一般
有两种说法，一是旧时运河沿岸古槐成片，郁葱成
林，故名；一是运河南岸黄桥港口有古槐一株，根深
叶茂，硕大无比，树冠可荫数亩，后来人们在此地设
立茶楼、酒肆，遂成街市，被人称之为槐滩。

关于横林名字的由来，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
老居民袁文林介绍，听老一辈人讲，因为运河两岸
植被茂密，是片旺茂之林，所以，这里还曾被叫作

“旺林”。
“横林话中，‘旺’和‘横’的发音极其相似。乡

下人‘旺’‘横’读音不分，久而久之，‘旺林’就被称
之为了‘横林’。”袁文林说。

以前，武进有“三大镇”之说。其中，横林就是
“三大镇”之一。横林区域面积不大，但作为历史古
镇，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东西距上海、南京均约
150公里。在46.68平方公里土地上，大运河和沪
宁铁路、312国道3条交通大动脉呈“川”字型横贯
东西，成为常州东部交通枢纽。

这家老式照相馆，在运河边
为横林人家定格70年

在古槐晓园对面，有一家老式照相馆。据街上人
说，这家照相馆估计是常州现存最老的照相馆之一。

61岁的谢建兴是横林照相馆的负责人，据他介
绍，这家照相馆已有70多年历史。从胶片相机到数
码相机，从黑白到彩色，横林照相馆见证了时代的
发展和进步。

横林照相馆在2000年左右改制后，谢建兴成
为了该照相馆的负责人。曾经，武进有三家照相馆
是国营的，分别是：横林照相馆、焦溪照相馆、奔牛
照相馆，其他的都是集体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供销社上班的谢建
兴，被调到横林照相馆。“以前，运河繁忙，客船穿
梭，运河沿岸人来人往，横林照相馆也成为沪宁线
上比较有名的照相馆。”

国营横林照相馆改制后，谢建兴为了吸引顾
客，特意将照相馆的二楼精心装修了一番。虽然这
些布景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有些落伍，但是在当时，
能在室内拍上一套个人写真，还是很时髦的事儿。

照相馆里，有不少和运河有关的照片。其中有
一张很特别，这一张是老横林大桥水彩画的照片。

“这幅画反映的是上世纪六十年的运河和运河上的
老桥——横林大桥。后来，运河拓宽，该桥被拆
除。之后，在老桥西边，建造了非常宏伟的新的横
林大桥。”

一条老街承载一段历史繁华

说起横林大桥，就不得不说横林的一条老巷
子——老街。

现存的横林老街全长约三四百米，宽约三四
米，是典型的旧式街巷。据老街上的老人讲，在大
运河没有拓宽之前，老街通过横林大桥一直延伸至
运河北部。

运河边，横林大桥的部分桥墩仍在。运河边的
老人告诉记者，以前，横林大桥是一座石拱桥，具有
浓郁的江南特色。这座桥，连接运河的北岸和南
岸，使得老街非常热闹。

后来，随着运河老桥的拆除，老街就开始没落
了，绝大多数商户搬到了新街，住户也大都搬去了
城里或者小区居住。

老街上的老房子铭牌上写有“老街”二字。但
住户大多是外地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四川来
的。

在一处老房里，崔丽正在操作缝纫机，干着针
线活。她来横林20年了，老房子是租的，专门用来
承接一些厂里的针线活。“横林经济发达，厂子多，
我们很多老乡都在这里打工，并且安了家。”

有的老房子门口写有“理发店”等字样。路过
的老人告诉记者，以前，这条老街非常热闹，街上有

着各行各业的人，开着各种店。后来，街上的理发
店等老店铺逐渐搬走，老街便冷清了。

随之而起的是老街周围的“活力新城”。如今，
横林人紧扣“常州东部桥头堡，绿色家居新高地”发
展定位，在谋划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积极寻求
产城融合发展，一座现代化的东部活力新城已经实
实在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运河滋养文化，孕育出了滩
簧这一戏曲

悠悠运河水，汇聚千年韵味。漫步大运河横林
段，感受流淌的诗情画意。

“历史上，运河不仅是繁忙的商业通道，还是一
条文脉赓续之河。正因为运河，才有了滩簧。”横林
戏曲协会负责人张玉凤说，横林是滩簧的发祥地。

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古槐滩水运业发达。每
到傍晚，渔舟归港，停靠槐滩码头，形成了点点渔
火，由此产生了颇具地域特色的戏曲——滩簧。

滩簧曲调丰富，柔和温婉，通俗易懂，乡土气息
浓郁，尽显江南水乡特色。滩簧也叫常戏文，解放
后又被称为“常锡剧”，现代锡剧也由此衍生而来。

历史上，戏曲界历有“水路即戏路”的说法。“戏
路”指戏班演出路线与活动区域；“水路”指重要的
交通水道。水路带动经济文化发展，也形成戏曲活
动的聚集。戏韵悠悠，熏染着这方土地上的风雅生
活，吟唱着一方文化与审美的传奇。

现在，横林仍有东岳庙戏楼。每年春季，常州
城东共有二十多个节场，节场均设有戏班子唱滩
簧。横林镇还有几十座祠堂，凡举行续谱修祠的庆
典活动时，均邀请戏班演唱滩簧。

“以前，交通不便。戏班子去唱戏，走水路是主
要交通方式之一。‘跑码头’就是我们戏剧人的行
话，意思就是乘船，到各地演出。往西，我们可以到
常州城，往东，可以到无锡。”张玉凤说。

现在的横林人，仍喜欢滩簧。如今，它不再是
文人雅士的风花雪月，而是老百姓自个儿的生活憧
憬。

“滩簧走入寻常百姓家，跟上时代节拍，传统文
化才能活起来。”张玉凤说，横林成立了戏曲协会，
规模不大，但很具特色。如今，戏曲协会依托传统
戏楼等舞台为主阵地，每年在横林镇各个中心广场
及村社区表演50多场，滩簧已成为一张横林文化的
新名片。

常州运河的最东段

从古槐滩到新横林

大运河常州段由奔牛
入境，至横林出境，全长
45.8公里。可以说，横林
是运河常州段的东大门，
它扼守运河，连接常锡，自
古繁华。从古槐滩到新横
林，运河见证了这座古镇
的繁荣与变迁，也承载了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追求。

老横林大桥

横林照相馆，常州现存最老照相馆之一。

横林老街，街上还有不少老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