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之初，普乐园是老郑州一
家最豪华的戏园子，在当时半农半商
的郑县城可谓一流娱乐场所，这家戏
园子上演过许多老戏，捧红过诸多名
家名角。作为戏园子的普乐园何以成
了 1923 年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的政治场所？原因有三：一是普乐园
位于老城边与火车站之间，往来方
便。二是它与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建
处（花地岗玉庆里 4 号），也是郑州
铁路分工会的办公地点近在咫尺，
指挥灵便。三是戏园子可容纳 800
余人，会议正式代表 550 人，加上与
会通讯报道、来宾百余人，显得宽
敞，行走方便。因此，一个戏园子，在
20 世纪初，承担了中国铁路工运史第
一篇章的演出。

经过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三
次筹备会议后，高斌等 9 人赴洛阳面
见吴佩孚，申报成立总工会的宗旨和
有关事项。当时吴佩孚未表示反
对，并征得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的
许可，将 1923 年 1 月 28 日星期天改
在 2 月 1 日休息，便于郑州铁路工人
参加大会；北段与会代表发给免票；
南段代表准予挂头、二等客车各一节
转送代表赴会。且在京、津、沪、汉等
报纸上登载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大会的启事。

但是，赵继贤却玩弄两面派手
法，于 1 月 25 日打电报给吴佩孚，竟
以“开会未经许可”要吴佩孚对京汉
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预为防范，确
切监视”。

1923年1月30日，总工会筹委会
派出杨德甫、史文彬、李震瀛、李焕
章、凌楚藩、谢德清六人赴洛阳与吴
当面交涉。在谈判过程中，吴佩孚使
用软硬兼施的手法，妄图使工人代表
让步，长达三个小时的谈判，毫无结
果。大会党团及筹委会最后决定，大
会如期举行。

各地代表齐集郑州，1923 年 2 月
1 日上午 8 时，各地代表、来宾手持
红旗，身佩总工会会员证章，从火车
站五洲大旅馆门前整队出发，前往
钱塘里“普乐园”参加总工会成立大
会。这支由大会代表、来宾和郑州

地区 1000 多名铁路工人组成的工人
队伍，走到钱塘里北段时，突然被军
警阻拦。林祥谦、施洋、高斌等人纷
纷与军警理论，队伍不顾敌人的刀
枪威胁，冲开防线，直奔“普乐园”会
场。“普乐园”大门被锁，并贴上十四
师司令部的封条。工人们撕下封
条，砸开铁锁，拥进会场。

大会秘书李震瀛高声宣布：京汉
铁路总工会成立了。正当工人们热
烈欢呼之际，黄殿辰从“普乐园”后门
钻进了会场，妄图阻止大会进行，最
后，被纠察队员拖到会场后面，大会
才得以继续进行。根据大会议程，选
举了杨德甫为总工会委员长，史文
彬、凌楚藩为副委员长，李震瀛为总
工会秘书，高斌为执行委员，并委托
他办理一切呈报有关部门和政府主
管的文件，“劳工律师”施洋为京汉铁
路总工会律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
国焘、邓中夏、项德隆、陈潭秋、包惠
僧在与军警的厮打中，参加了总工会
成立大会。代表们通过了京汉铁路
总工会章程。

黄殿辰带着队伍抓走了纠察队的
人。杨德甫决定：休会。工会领导成
员到郑州车站有事商议。他们从普乐
园走出来，经大同路齐集火车站。

1923 年 2 月 2 日，总工会由郑州
迁移到武汉江岸，并于 2 月 4 日举行
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京汉铁路
长达 1200 公里的铁路陷入瘫痪。总
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五项条件，罢工
有秩序地进行。1923 年 2 月 7 日，在
江岸、郑州、长辛店，反动军阀血腥镇
压工人罢工，致使 52 名烈士死难，
300 余人受伤，60 余人被捕，1000 多
人失踪或被开除，酿成了震惊中外的

“二七惨案”。
新中国成立之后，每年的2月7日

被定为 1923 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纪
念日。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
动，1951 年，在当年开会成立京汉铁
路总工会大会的普乐园会场旧址，建
起了高大宏伟的二七纪念堂，作为每
年纪念二七大罢工的集会场所，它是
京汉铁路全线总同盟大罢工旧址类
纪念性建筑。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郑州市区从东
跑到西用不了一个小时，当时的著名街
区有东西大街、德化街、大同路，记忆最
深的地方是塔湾、小西门、胡公祠。

东关到西关分别是东西大街的起
始点，长有 3000 米，东关城门里东北
角有座文庙，沿东大街往西走四五百
米就是塔湾，塔湾因一座塔而得名，这
座塔至少有九层，塔下有泉水涌出，塔
基围绕泉眼而修建并开有南北向的
门。后来，塔彻底毁在了日本的飞机
轰炸中。1951 年在此处建起了郑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

东西大街东北方向北边是北大
街，西南方向南边是南大街，南大街从
南城门（现在的东三马路）到衙门（现
在的管城区政府），北大街一带则是回
民聚集区。

沿西大街往西走到头是西关，出
了西关就是现在的二七纪念塔的位
置，过去西关也叫西稍门，门外有很多
做小生意，担挑卖饭的。西稍门东北
角有座桥，名字叫长春桥，桥北头是
1938年前后处决犯人的刑场。

西稍门往南就是南北走向的德化
街了，当时是郑州最繁华的一条街，各
色店铺互相交错，饭馆也很多，一家叫

“小有天”的饭馆，生意红火，当时很知
名。德化街路西有几道小街，街名分
别叫善结街、裕恒里、裕正里等。

沿德化街走到南头就到大同路
了。大同路东西走向，大概有 20 米

宽，500 米长，是郑州当时最豪华的街
道，一是因为铺了水泥路面，二是街边
有十几盏路灯，是当时郑州唯一有街
灯的水泥路。大同路东头是绥靖公
署，出公署西门有条十几米的土坡路，
沿土坡走到头是小西门，小西门的门
楼上装有警报器。大同路西头就是火
车站，当时火车站很简陋，候车室是用
苇席搭的简易棚。火车站南头有个陇
海花园（现在铁路文化宫的前身），是
解放前郑州唯一的公园。

西稍门往西有两条街，当时叫顺
河街、迎河街，后来改叫解放路。解放
路北侧依次是西一街、西二街、老坟
岗。老坟岗往北是一大片荒地，里面
有两座祠堂，西边的是彭公祠，东边的
是胡公祠。在郑州解放后的1950年，
胡公祠里建了江菱 315 军鞋厂，就是
后来解放军总后勤部第 3519 工厂的
前身，1951 年在这片荒地上开始建设
人民公园，当年3519工厂就搬迁到了
陇海路上郑州铁路局西边。

1953 年夏天，郑州市第一届党代
会就在如今的管城区政府召开。作为
工人代表我很光荣，我能记起来的当
时出席党代会的市领导有赵武成（市
委书记）、宋致和、李清林、刘必、吴蕴
石、窦秀彦、岳朝杰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郑
州发展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作为
亲历者，我把它过去的样子给大家
描述一下。

1904 年的郑州还如同全国其他的
小镇一样名不见经传。德化街、老坟
岗也只是郑州镇中的普通小巷。正是
这一年，因为一个重要人物的远见卓
识，改变了郑州发展的走向。郑州当
时只是一个小县：郑县。若不是郑州
车站在此建立，说不准它现在仍然还
是一个小县。郑县东有古都开封，西
有古都洛阳，尽管它们已是繁花过尽，
但知名度无论如何也是郑县所不能比
的啊。可就是一位在历史上人们对之
褒贬不一的人物——张之洞，通过考察
分析，从科学的角度，改变了最初在开
封建立车站的想法。开封、郑州尽管
都有黄河经过，但地理条件不一样，开
封一带的黄河，被称做黄河的“豆腐
腰”。如果从开封建设桥梁，不仅耗资
巨 大 ，并 且 搭 建 的 桥 梁 质 量 难 以 保
障。而黄河边上的郑州背靠邙山，“滩
窄岸坚”，地质条件非常利于铺设铁
路。郑州车站就这样建成了，成为卢
汉铁路（卢汉铁路是 1889 年时任两广
总督的张之洞奏请清政府修建的。它

1897 年 4 月动工，1906 年 4 月全线通车
后改称京汉铁路。）的一个站点：郑县
站。喷着白烟的蒸汽机火车“哐当哐
当”就来到了郑州。是它让郑州人长
了见识，是它让郑州人的心沸腾并长
了翅膀，是它开启了郑州新的历史征
程。后又有陇海铁路的修建通车，郑
州成了京汉与陇海线的焦点，其作用、
地位不言而喻，这也是一直以来郑州
人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是介绍郑州时
重要的一个亮点之一。

郑县因为车站火了，因为火车忙
了。当时清政府也看到了它的潜力，
加上河南巡抚陈夔龙的推波助澜，1908
年郑州被开放为商埠。想想改革开放
初期五大对外港口的突变，经济的迅
猛崛起，就可想见郑州当时的繁华与
商业的发达。随之而来的是街道的重
新设置和规划，于是就有了德化街，德
化街与车站相邻，得天独厚的位置让
它很快热闹起来，人烟群集，商品琳
琅，各种买卖应势而生，既有四面八方
的大商人来此经商，也有着民间艺人

杂耍卖艺……一时间，德化街周围就形
成了 46 条街道，大街小巷连成一片，煞
是壮观繁荣。

火车把天南地北的人们拉到这里，
他们在这里经营着自己的人生、事业，这
就有了后来的五行八作，就有了民俗圣
地老坟岗。他们吃住在这里，很多做出
成就的人，有名望的人就把他们居住的
地方重新命名，这就有了刘家胡同、代书
胡同、孟家大院、王家大院……为满足不
同地方人的口味，是不是就有了郑州名
吃——烩面，但是很多人附会郑州烩面
的出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许车站建
成时期的烩面是最初始阶段，但相信它
那时应该出现了。这只是一家之推测，
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历史需要记忆。郑州人善守记忆，
拒绝遗忘。他们并没有忘记带给他们一
切的老郑州火车站。

在东风渠滨河公园里，有着几个能
唤起人们对火车记忆的雕塑，命名为

“1904公园”。名字蕴含着对郑州第一个
火车站的久远记忆。一组以火车为主题

的雕塑，不但再现郑县车站的情景，而且
也是无声地讲述着郑州近现代文明发展
的历程。

郑州北站，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列车
编组站，众多列车在此交会，而后又从这
里重新编组交换，再一次踏入新的征
程。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宏大规模、日夜
繁忙的车站随着新的需要，也于 2011 年
结束了它伟大的使命。

东双桥车站还是黄河迎宾馆 5901
铁路专线的西起点，广武车站尽管已经
破败，但两边被另作他用的房子依稀可
见车站当年的模样。还有货运站、铁炉
车站、欢河车站等，因为它们的小或是
中转站已承载不了现代大规模的运输
所需，只有走下历史的舞台，但我们一
定不能忘记它们当年的风采，以及为郑
州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当年郑县车站奠定了郑州的发展，
那么郑州航空港的建立 ，其意义相当于
一个新郑县车站，它将给郑州带来更大、
更多的发展机遇，引领郑州朝着更大的
辉煌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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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郑州的模样
□崔怀发（郑州市退休职工）

普乐园与二七纪念堂
□王沁（郑州二七纪念馆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