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马塘”。 这条东西方向的河

港，源自嘉定的吴淞江故道封

家浜 ， 也是条太湖泄洪的支

流 ，从嘉定南翔经宝山大场入

江湾 ；它只有流经江湾主镇区

域 ， 才用这个纪念韩公的名

字。 这条河传说是五代吴越国

钱镠所凿 ，所以曾被称为钱家

浜 ； 走马塘上游大场段河道 ，

曾被称为 “钱溪 ”，而东出江湾

界来到殷行镇 ， 亦曾被称作

“钱家浜 ”，都与吴越钱氏的传

说有关 。 江湾浓重的蕲王崇

拜 ，使得这条小河保留下这个

不失刚猛的威名。

正因为这里水道交通的便

捷，尤其江海之间通畅无阻，江

湾在近世史上也屡遭劫难。 明

嘉靖年间武装走私的秦璠 、王

艮曾侵江湾， 不久之后的倭寇

入侵，使得江湾全镇尽毁。明清

之际， 鲁王政权的名将定西侯

张名振 (?—1654)，曾于顺治十

一年（1654）二月初八进攻到江

湾，民国重修 《江湾里志 》里是

这么说的：“海盗张名振劫钱家

浜营”，其语殊为悲凉。是年，张

名振向郑成功借来水军百艘战

舰，希图直取南京。张名振虽曾

抵达江湾并与清军交锋， 但他

没走五百年前韩世忠的那条内

陆航道，而是再出长江，直抵镇

江城外，于著名的金山登陆。但

因各种掣肘， 张名振攻击南京

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便撤兵

了。张名振等登金山寺，遥拜明

孝陵，留下了一首著名的《登金

山遥祭孝陵》诗。回到浙东的他

很快就去世了。

信仰

十余里长的走马塘边 ，分

布着江湾本地重要的信仰空

间。 本地民风与江南各市镇相

仿， 据说在孔圣人与文昌诞辰

的日子， 本地知识分子都会躬

谒行礼，以示庄重 ，大有古风 。

不过江湾本地最为人尊奉的神

明是东岳大帝， 每年农历三月

二十八日东岳圣诞日，“几于万

人空巷 ， 举国若狂 ”（《江湾里

志》）， 甚至经过官方禁令也不

能改变，足见其信仰基础。而东

岳帝君的行宫， 就坐落在走马

塘北岸。

因为五行中“帝出乎震”的

说法， 东岳行宫坐落在江湾镇

东，西侧紧挨的便是韩蕲王庙；

准确地说， 此地本是一座千年

的大道观，主祀东岳大帝，道观

东侧建筑为大帝出巡的行宫 。

观名叫作景德观， 宋靖康二年

所建； 但观中还有座更古老的

古龙神庙， 时间可能再要早上

百余年， 推测很可能就是宋真

宗景德年间就有。 古时江湾滨

海，民间多祭祀龙王祈求平安；

道光年间做重修观记时， 还能

看到宋代诏封龙神庙的断碑与

文字。 东岳信仰自宋代以后便

颇为流行，大约就是南宋以后，

这座龙神庙开始向东岳庙转

型。而近世以来的东岳信仰，既

是一个朝廷化的信仰， 又可视

为一种都市化的信仰， 江湾镇

外的这座东岳庙绝非一般的乡

间小庙，而是地区性的中心庙，

可见近世江南地区城市化运

动，也已深入乡镇。 （李天纲《金

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

明清以后， 景德观中主祀

东岳泰山神， 陪祀有唐代名将

张巡、许远 ，宋少帝赵昺 ，靖康

时死难的李若水， 抗金将领刘

锜等唐宋名人神主。但是，据说

其中最灵验的，是一位叫“刘学

士”的神明。刘鞈生平似不见宋

金正史， 但笔记杂著中有不少

他的事迹，尤其曾以出使金国，

不屈而死最著名， 之后宋高宗

赐资政殿学士， 刘公也成为全

国性的公祭对象。据记载，韩世

忠就是在驻守江湾之时， 在龙

神庙中挂上刘鞈绘像， 本地士

民焚香顶礼，遂成为庙中神祇。

一直到明万历年间， 王世贞上

书封刘鞈为东岳左丞相、 晋阶

忠显王， 本地人遂称刘学士为

“郡王”。 所以，江湾之地，每年

的东岳圣诞， 都是这位 “刘郡

王”代巡的。这座保佑一方的东

岳行宫明清以来历次递修 ，一

直是江湾人民重要的公共空

间， 至少在民国年间还保有香

火与香汛，应该于“一·二八”或

“八·一三”两次战役中被毁，此

后便不能寻其踪迹了。

比起依据五行原理置于镇

外东首的景德观， 江湾保宁寺

的位置要中心得多， 年代也要

略早。 据镇志保宁寺建于后晋

天福三年（945），建寺的智光大

师，来自东京大相国寺；明永乐

年间出过几位预修《永乐大典》

的僧人， 之后的声名似乎有些

不振。寺址在镇中心走马塘北，

今天寺院建筑虽不存， 但塘北

主干道依然叫作保宁路， 应该

就是寺址东首。 与保宁寺在近

代落寞的境地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另一座日后发迹的古刹。

江湾镇上有史可考最早的寺

院，是一座叫“崑福寺”的院落，

据说始建在梁天监年间， 但寺

址屡改，久已湮灭。 光绪年间，

普陀山有位慧根法师， 从中土

礼佛至印度， 经缅甸得居士护

法，开山取玉 ，雕成五尊玉佛 ，

欲请回普陀山。路经上海，因各

种机缘留坐佛、卧佛各一尊，在

江湾之地造庙供奉。 最先结庵

在张华浜 ， 后盛宣怀 （1844—

1916） 及夫人庄德华等共襄盛

举，取沙泾东江湾铁路车站旁、

崑福寺旧址，建新寺供奉玉佛，

取名“玉佛寺”。 寺院于辛亥革

命后搬入租界苏州河南新址 ，

两尊玉佛完好保留于彼， 那就

是今天的上海玉佛禅寺。

维新

上海开埠为整个江南区域

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 19 世纪

中叶之后， 上海及周边的市镇

开始引领时代之先声， 江湾也

不甘落后。从地缘上看，江湾处

于华界与租界相邻的地带 ，是

租界通向吴淞码头的重要中

转， 拥有传统的水陆与公路交

通优势。但近代以后，传统交通

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快速通勤的

要求， 西洋的新玩意儿———火

车，开始走进国人的视野；第一

站选择的就是江湾。

不过， 第一次亲密接触并

不曼妙。据说在清穆宗大婚时，

英商想随一份大礼： 给同治皇

帝赠送一条铁路———被 “很无

礼貌地拒绝”（吕承朔 《工业遗

产与历史记忆———聚焦淞沪铁

路》）；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

也在洋行联名上书建路的建议

面前犹豫未决。 西方资本家们

遂在未经中国同意的情况下 ，

辗转由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怡

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全权

办理， 假借修建 “一条寻常马

路”的名义，造起了中国大地上

最早的现代铁路“吴淞铁路”；起

点选在苏州河边的天后宫北（今

河南北路、塘沽路口），终点就是

崑福寺遗址边的江湾站。光绪元

年（1875），怡和洋行征地筑路时

来到江湾镇东，测出铁路要经过

一户苏姓人家的宅地， 问他买

地。 苏家的孤孀张氏不肯，“文

明”的英国人居然也拿她没什么

办法，只能令上海会审公廨羁押

再审，宝山知县冯寿镜亲赴公廨

据理力争，事才得解。 据说这事

一出，连洋人都觉张氏威武不能

屈， 西方报纸竞相刊载此事，美

名传播欧洲。

光绪二年（1876）7 月 3 日，

吴淞铁路正式通车营业， 立刻

引起本地轰动。 不过反对声随

之而来。 仅一年后，因江湾镇北

面试车时轧死一人， 引起反对

者大愤，清政府遂赎买回铁路，

全部拆毁。 拆毁的铁轨倒是没

扔， 全运往了台湾基隆港造码

头铁道，运煤拉货去了。

通车不满一年的铁路运营

情况良好，收入颇丰，也为之后

建设铁路埋下伏笔。 第二次倡

议修淞沪铁路， 是二十多年后

的 1895 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

商大臣张之洞， 援北洋修筑军

用铁路之例， 先后两次向清政

府总理衙门建议修筑 “吴淞—

上海—江宁”之间的铁路，认为

修筑此路 “有益商务 、筹款 、海

防三端”。并建议此路分为五段

筹办；筹一段之款，即办一段之

路。 得到批准，铁路得以再建，

并以盛宣怀坐镇上海， 亲自督

造。 新线路大体循原吴淞铁路

走向， 在吴淞铁路被拆后三十

余年的 1898 年 8 月 5 日，全新

的淞沪铁路全线竣工， 自上海

站（俗称老北站），经江湾、张华

浜、蕰藻浜 ，至吴淞炮台 ；六年

后， 这条铁路归并沪宁铁路管

理，改称“淞沪支线”。上海改为

特别市后，乘客日渐增多，又陆

续增加至 9 个车站。 淞沪铁路

的头三站：沪宁车站（老北站）、

天通庵、江湾镇，全部是民国江

湾镇治下范围。

铁路与近代江湾的缘分 ，

尚不仅如此。太平天国时期，有

一支颜氏家族从厦门迁来江湾

吴家湾， 大约在江湾站旧址附

近， 据说他们就是孔子最钟爱

的弟子颜渊的后人。 江湾颜氏

诞生了一位近代中国的铁路名

家颜德庆（1878—1942）。 这位

毕 业 于 美 国 宾 州 理 海 大 学

（Lehigh University） 的后生，先

后参加粤汉铁路、 沪宁铁路的

建设，并主持收回胶济铁路。

颜德庆的父亲就是上海圣

约翰大学创始人之一颜永京

（1839—1898）， 他的兄长颜惠

庆（1877—1950）曾任北洋政府

总理。颜德庆还有个表弟，是清

华史上最卓越的校长之一———

曹云祥 （1881—1937），曹校长

荩 约 1940

年颜氏昆仲合影

（左二颜惠庆 ，左

三颜德庆 ， 左四

曹云祥 ， 左五颜

福庆）

▲ 今上海玉佛寺

荨 淞 沪 铁 路

江湾站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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