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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北货! 腌腊! 水果行! 颜
料行 ! 米行等批发行为最多 "

中街有商店一百十二家" 以蔴
皮行! 鱼行! 糖果茶食! 腌腊
等店为多 " 商况稍类塘湾街 "

而零售商种数较多" 此外繁盛
之市街 " 如南门外之东米棚
下" 东门外" 北城湾均有商店
四十家以上" 东米棚下为米行
聚居之处共有六家之多#$

一大代表们首先落

脚鸳湖旅馆

依据王会悟的讲述" 一大
代表们下了火车后" 第一站是
位于张家弄的鸳湖旅馆# 张家
弄是嘉兴城内一条石板老街 "

长三百三十米 % 宽仅两三米 &

嘉兴学者钱云曾在上世纪
!"

年代走访了当时住在张家弄的
街坊 '尤其是八九十岁的老
人 (" 后以此为素材成文 )昔
日张家弄 *& 听了他的生动讲
述" 那条沉寂于历史深处的弄
堂充满了生活气息+++,当时
张家弄给人的感受是狭窄! 阴
暗! 潮湿! 杂乱& 你若站在弄
里最狭窄的地方" 伸出左右手

几乎可以同时触摸到两边的店
铺- 抬头向上看" 弄两侧的屋
檐快要碰上了& 阳光终年很难
照射到这里& 晚上" 嘉兴的电
灯只亮到前半夜 '当年嘉兴永
明电厂自己不能发电" 而是向
民丰纸厂买电来供应商铺和市
民 (" 后半夜 " 大的店家用汽
油灯照明" 小店和住宅则用煤
油灯点亮& 装在摇摇欲坠的电
杆木上的路灯" 因电力不足而
发出惨淡的红光在凄风中抖
动 & 弄里的住宅 ! 店铺 ! 浴
室! 茶馆所吃用的水全靠人力
运输& 用小船摇到外河 '现环
城运河( 装满水" 再摇到下塘
街和北大街之间的内河" 停靠
在菩萨桥 " 然后用人力来挑

担& 或者在张家弄西首有一眼
公井" 从井里提水& 不论是河
水或井水" 都必须由挑夫用木
桶将水一担一担地挑到弄内的
各家各户& 常年挑水" 水溅满
地" 终年不干" 当作下水道的
阴沟" 不加疏浚& 石板路年久
失修" 断的断" 碎的碎" 稍不
留神" 踏上一脚" 石板缝里溢
出的污水会溅你两脚&$

即便卫生条件有些不堪 "

但由于地理位置优越" 依然有
不少知名的店选在张家弄内落
户 &

#$%#

年 " 浙江兰溪籍商
人张锦泉在此经营了一家粽子
店 " 取名 ,五芳斋 $" 后来又
有两个嘉兴商人在同一条弄堂
各开了一家 ,五芳斋粽子店$&

除了在选料和工艺上展开竞争
外" 三家店为了招揽客人也是
想尽办法 " 在招牌上做文章 &

第一家画了只乌龟寓意百年老
店" 第二家画了只公鸡来比喻
开业最早" 第三家干脆写上了
,真正粽子大王 $ 六个大字 &

解放后" 张家弄被拓宽为大马
路 " 三家 ,五芳斋 $ 合为一
家" 传承至今- 而鸳湖旅馆除
了店名和地理位置" 并无任何
照片与文字资料留存& 能够确
定的是" 鸳湖旅馆的隔壁就是
,寄园$" 而张家弄的商业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寄园$&

#&&"

年 " 嘉兴人沈若荪建造
了 ,寄园 $" 在里面开了嘉兴
第一家影楼震昌照相馆" 此后
又出现了浴室 ! 书场 ! 烟灯 !

酒肆 ! 旅店等供人消遣的场
所" 不定期还有杂技表演和禽
兽展览 & 辛亥革命后 " ,寄
园 $ 内有一茶室名招仙鹤馆 "

又称 ,老爷厅 $" 因为不少前
清遗老绅士和失势官吏喜欢在
这里会面& 此外" 芝兰之室是
闲散小开! 墨客文人的活动空
间" 可琴轩是画家! 书法家们
的精神乐园 & 在钱云看来 "

,寄园 $ 实际上是一个综合娱
乐场所 " 集吃喝 ! 住宿 ! 玩
乐! 听唱! 书画! 会友等诸多
功能于一身" 类似于上海的大
世界和城隍庙&

为复原鸳湖旅馆的本来面

貌以便制作展示模型" 南湖革
命纪念馆曾进行多方调查" 收
集到一些线索. 鸳湖旅馆是当
年嘉兴城内比较考究的客栈 "

房屋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楼" 共
有前后两进" 每进三间" 中心
区域是铺了方砖的天井" 顶部
罩了玻璃天窗& 围着天井" 楼
上和楼下各有一圈走廊" 客房
用 ,福禄寿禧//$ 等依次编
号& 王会悟提到开会当天 ,叫
旅馆帐房给雇船 $" 这其实是
有据可依的" 比如 )鸳鸯湖小
志* 中写道. ,//客在东门
可托旅馆或绍酒肆介绍" 招船
主来与面洽& 菜随客点" //

烟酒自办 " 或并嘱代办均可 &

最好先与商定价目 " 菜用何
色" 船泊何处" 一一与之接洽
妥善" 届日乘早班车船至" 鼓
棹入湖 & 夏天可令择当风地
点" 抛锚停泊中流&$

在一大召开的前后" 南湖
地区常见的有

'

种非生产用
船& 一是摆渡船" 俗称 ,婆娘
船 $ " 这种船不能避人耳目 "

显然不适于开会& 二是有钱人
私备的 " 用来收租 % 上坟的
,账船$" 是不对外出租的& 三
是 ,小划子 $" 即小游船 " 只
能搭载三两个人" 真正是一叶
扁舟 & 四是 ,丝网船 $" 是供
包租的专业游船" 船大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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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青年毛泽东志在四方!壮游

天下! 极其关注历史人文地理"

他的学习笔记#讲堂录$记有明

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此人

为桐乡人!属嘉兴人物!这算是

嘉兴与毛泽东发生关联的一次

机缘% 但是!毛泽东是否由此知

悉嘉兴!未可轻下定论" 嘉兴首

度在其心底留下印痕!最可能是

因为毛泽东救济许志行的经历"

许志行原名潘祖生! 江苏

吴县人! 童年随父母迁居浙江

海宁! 因家境破落母亲自杀后

入赘许家!因而改名" 他的浙江

一师同学汪静之
!""#

年追述

道&许志行'他很早就认识毛泽

东" 他父亲是浙江人!在长沙做

生意! 他小时候父亲带他到长

沙店里去做学徒!父亲死了!他

想回浙江! 店里叫他继续做下

去!他不愿意!逃到火车站!没有

钱!在那里哭!正好毛泽东走过

(当时毛是革命学生领袖)!看见

他在哭!就问他!许志行回答后!

毛说&我要去上海开会!我带你

回去%就做好事!把他带到上海!

买了去嘉兴的车票!让他回家!

他很感谢% *

这事当发生于
!"!"

年

底! 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离长

沙!经武汉!辗转由沪赴京+沪杭

铁路于宣统元年 (

!"$"

年)

%

月全线通车! 其中确有嘉兴一

站" 嘉兴是
!"!&

年重新恢复

县名!若以县境视之!则沪杭线

包含嘉善,嘉兴等
'

个车站" 无

论如何! 为许志行购买返乡车

票的义举! 理应加深毛泽东对

嘉兴一地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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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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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夜!中

共一大召开第
%

次会议!突有

陌生人闯入!大会代表紧急疏

散!法租界巡捕接踵而至" 当

代表在老渔阳里
,

号商议对

策时!王会悟提出到其家乡嘉

兴去续开会议" 嘉兴!一个并

不全然陌生的地名在毛泽东

心中蓦地亮了起来" 于是!与

会代表分两批前往!毛泽东等

与王会悟先行" 列车行驶一个

小时左右!停靠嘉兴站!据说当

时乘客在车上就可以远远望见

那清波荡漾的南湖--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

党史研究室#

毛泽东赴沪参加中共一大前可能已知嘉兴

吴海勇

上世纪
!"

年代前后的南湖烟雨楼

嘉兴在筹建

南湖革命纪念馆

时 $对 %一大 &会

议所租用的游船

形状进行了广泛

调 查 和 资 料 收

集$ 又根据董必

武与王会悟的意

见$ 仿制了一只

单夹弄丝网船和

一 只 拖 艄 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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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南湖红船正

式对外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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