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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宫中老槐树

开
栏
的
话

在岁月的长河中，长辛店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记
忆。如今，我们怀着崇敬与期待，开启“忆记长辛店 复兴续文脉”这一专栏，旨在
探寻长辛店的往昔辉煌，续写其在新时代的华章。

长辛店，那是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古老的街巷、斑驳的墙壁，仿佛都在诉说
着曾经的风雨沧桑。这里，见证了无数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孕育了坚韧不拔的奋
斗精神；这里，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迹，每一处都铭刻着时代的印记。

忆往昔，长辛店是中国铁路修造业发展的摇篮，为国家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那些激昂的劳动号子，那些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至今仍萦绕在我们
心头。

然而，时代在进步，长辛店也面临着复兴与发展的新使命。我们不仅要铭记

过去，更要以创新的思维、
坚定的决心，续写长辛店的文脉。
让古老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让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共生。

在这个专栏中，我们将带您走进长辛店的历史深处，感
受岁月的温度；我们将关注长辛店的复兴进程，见证它的华丽蜕
变；我们还将倾听各界的声音，共同为长辛店的未来出谋划策。

愿我们在“忆记长辛店 复兴续文脉”的旅程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为这
片土地的美好明天携手共进！

期待您与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意义的探索之旅。

在时光的长河中，长辛店老镇宛如一位沉静的老
者，默默承载着历史的沧桑与文化的积淀。如今，听
闻长辛店老镇即将更新开街，内心不禁涌起无尽的期
待，期待这一举措为赓续文脉带来的深远意义。

这是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浓郁的五里槐荫、寂
静的鱼骨街巷、疯长的墙上野草……每一块砖石都承
载着岁月的记忆，每一条胡同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传
奇。这里，曾是商贸繁荣之地，南来北往的商客在此
留下足迹；这里，也曾是文化交融之所，不同地域的风
俗与技艺相互碰撞、融合。

更新开街，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即将开启长辛
店老镇新的篇章。我们期待着，在更新的过程中，能

够精心保留那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古老的庙宇、传统
的四合院，它们不仅仅是建筑，更是文化的符号，是先
辈智慧与精神的象征。通过妥善的修缮和保护，让这
些历史的见证者继续屹立在岁月之中，为后人讲述过
去的故事。

同时，期待着更新开街能够激发传统文化的活
力。传统的手工艺、民俗活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犹如璀璨的星辰，镶嵌在长辛店老镇的文化天空。
通过开街后的展示与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
这些独特的文化瑰宝，使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
新的生机。

更重要的是，期待这次更新开街能够促进文化的

交流与融合。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元素、新的思想
将涌入老镇。在传承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接纳和吸收
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一种既有传统韵味又具现代气
息的新文化景观。这种交流与融合，将为长辛店老镇
的文脉注入新的血液，使其更加丰富、多元。

长辛店老镇的更新开街，是对过去的致敬，也是
对未来的展望。我们期待着它成为一座连接历史与
现代的桥梁，让文脉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得
以延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长辛店老镇将以崭新的
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为我们奏响一曲赓续文脉的激
昂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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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辛店娘娘宫的北配殿前，屹立着一
棵古老的槐树。它见证了岁月的流转，承载
着一段特殊而又意义非凡的历史——长辛店
工人夜班通俗学校的故事。这所学校虽然看
似普通，却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工人运动的
熊熊烈火。

这棵老槐树高大挺拔，枝干粗壮，如同一
位饱经沧桑的巨人。它的树皮斑驳，躯干伤痕
累累，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仿佛在诉说着过
去的点点滴滴。每一道纹理，每一片树叶，每
一个疤痕，都蕴含着历史的记忆。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长辛店工人夜班
通俗学校在老槐树的荫庇下成立。工人们在
结束了一天的繁重劳作后，纷纷汇聚于此，寻
求知识的滋养，追求真理的光芒。老槐树静静
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守护着这群充满渴望与热
情的人们。

午夜，煤油灯的微光从北配殿教室的窗户
透出，与老槐树的月影交织在一起。工人们
围坐在简陋的桌椅旁，认真聆听着老师的讲
解，“国家”“民族”“阶级”“剥削”“平等”……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对
未来世界的憧憬和对改
变国家命运的决心。老
槐树的枝叶在微风中沙
沙作响，仿佛在为他们的
努力鼓掌加油。

在这里，五四运动爆
发后的 1919 年 5 月 6 日，
长辛店铁路工人为了声
援爱国学生的斗争，在娘
娘宫组织救国十人团、各
界联合会，开展示威游
行、街头讲演、抵制日货
等活动。12 月 14 日，长
辛店各界人士在娘娘宫
召开“国民大会”抗议驻
福州日本居留民团枪杀
中国学生，并通过惩办日
人决议和抵制日货。

在这里，1920 年初，
由工人史文彬、陶善琮等
人创办的工人夜班通俗
学校由北墙缝胡同迁至
娘娘宫北配殿，邓中夏等
人率领的北京大学平民
教育讲演团，经常来这里

宣传讲演，启发工人觉悟，成为最早向产业工
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如同一颗颗种子，播撒在工人们的心中。他
们在老槐树的陪伴下，逐渐觉醒，明白了自己
的力量，懂得了团结的意义。这棵老槐树见证
了他们的成长，见证了他们从懵懂无知到坚定
自信，从为了生计奔波到为了理想奋斗。

在这里，1921年 5月 1日，长辛店 1000多
名工人和北京、天津、保定的代表，召开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宣布成立长辛店铁路
工人会，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北方工人运动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1921年 7月 7日《共产党》（第
6号）报道长辛店工会成立情况，称赞其“不愧
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在这里，1922年 8月 22日，长辛店工人俱
乐部向北京铁路局提出 8项改善铁路工人生
活待遇的要求，未得到当局的答复。8 月 23
日，邓中夏宣布罢工命令。24日，3000多名工
人齐集娘娘宫前，举行罢工誓师大会，断绝南
北往来交通。当局派军队前来镇压，但工人们
不为所惧。在郑州、江岸工会和京绥、京奉、正
太等各路工人的支援下，罢工取得胜利。会后
3000 多名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复工后开往武汉的第一辆火车头上，工人们
挂了一面“庆祝长辛店罢工胜利”的大红旗，一
路飘扬到汉口。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
大大鼓舞了工人阶级的斗志，成为北方铁路工
人罢工的起点，罢工斗争的风潮在长辛店这个
风暴眼中骤然升起，横扫京奉路、京绥路、正太
路等北方铁路干线，狂风怒吼、雷声轰鸣，第一
次工人运动高潮呼啸而来。

1923年 2月 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
举行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下令禁止，反动军
警强行占驻总工会会址。2月 4日，京汉铁路
工人 3万余人举行总罢工。

2月 4日上午，在这里，长辛店铁路工人齐
集娘娘宫。10 时，史文彬宣布总工会的罢工
命令，工人们齐声高呼：“听从总工会的命令，
罢工！罢工！”“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
战”，京汉铁路全线 1200公里陷入瘫痪。2月 7
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 2万多名
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
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
案。工人们以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
人民，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
潮推向顶点。

时光荏苒，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已成

为历史，但老槐树依然屹立不倒。当我们站在
老槐树下，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工人们激昂的讨
论声，还能感受到他们炽热的心跳。这棵老槐
树不仅仅是一棵树，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精
神的传承者。它见证了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发
到自觉，见证了长辛店铁路工人为了自身权益
的抗争，见证了他们为了国家命运的担当。它
成为那段光辉岁月的象征，提醒着后人不忘先
辈们的奋斗与拼搏。

如今，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已经成为北
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槐树下的莘莘学子
激情澎湃地宣讲工人夜班通俗学校的革命故
事，一代代传承二七革命精神。

让我们铭记这棵老槐树，铭记长辛店工人
夜班通俗学校的历史。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
承和发扬先辈们的精神，勇往直前，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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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简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简
介介。。原梓峰原梓峰 摄摄

更新后的长辛店大街景观示意图更新后的长辛店大街景观示意图（（资料图资料图）。）。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展厅内反映工会成立长辛店二七纪念馆展厅内反映工会成立
的画作的画作。。特约记者特约记者 武亦彬武亦彬 摄摄

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外景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外景。。原梓峰原梓峰 摄摄

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前的老槐树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前的老槐树。。党史办党史办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