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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谜一样的过往

圌山炮响日圌山炮响日 天公抖擞时天公抖擞时
——写在鸦片战争镇江圌山关抗英保卫战180周年之际

180年前，我们的先辈，是凭着怎
样的勇气和胆识，奋起抗击武装到牙
齿的英军？

先辈手中的前膛炮，射程多远？
弹重多少？射速多快？有许多情况，
今人已无从知晓，但我们知道：

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刚刚燃
起，江南著名谋士，清朝许多封疆大臣
都非常看重的“全才”幕僚，政治理论
家包世臣(1775-1855)就预见到英军会
沿东南沿海北上，入侵长江。而长江

“狼，福以上三百里，并无险隘”，应“重
镇守圌山”，与三江营炮台成“南北夹
击”之势，使侵略者“不敢内犯”。他甚
至还专门绘制了“圌山图贴”，“说以防
守之方甚具”，寄给他的好友，前江南
提督陈阶平(1766-1844)。陈阶平不敢
怠慢，又郑重其事地将包的“镇守策
略”转告两江总督牛鉴。牛鉴却冷淡
之极，“莫有然其说者”。

原来，清廷负责江南抗英的“威武
将军”奕经与两江总督牛鉴，正坐观浙
江局势的变化，以待机向英军妥协求
和，自然不去理会这一有很高价值的
建议了。可是，作为江防重镇的镇江
军民，却百倍警惕，纷纷自动组织起
来，积极准备抵御外敌。

1842年 7月，果如所料，英军舰队
在英政府全权代表璞鼎查的率领下，
侵入长江，溯流而上。7月 13日，英舰
25 艘，运输补给船 47 只，作战部队
2000余人，竟到达三江营水面，向镇江
进发。英舰明目张胆侵入我内河的行
径，不能不引起我长江两岸军民的无
比愤慨。

7月 14日，英军又派侦察舰“伯鲁
多”号和“复仇神”号，驶至圌山进行测
量侦察。对于英国侵略者的这种挑衅
行为，圌山炮台首先发炮警告，三江营
炮台，大沙炮台也协同配合，顿时，猛
烈的炮火映红了江水和天空。经过激
战，一艘英舰被击中后舱。英军不得
不后退，停立江中。

7月15日，英军又调集9艘舰船前
来报复。我三炮台的守军与协助作战
的乡勇，民众毫不畏惧，将所有火力射
向敌舰前锋，打得他们只能在江面上
乱转，始终不敢上行一步。这样对峙
了一段时间后，终因圌山炮台孤军苦
守，弹尽台毁，被迫忍痛撤离。

一个多月后，1842年8月29日，两
江总督牛鉴，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
里布与英政府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
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这里，有歌一样的岁月

硝烟封存在历史的回忆中，如歌
的岁月依然历历在目。

圌山塔原名报恩塔，因位于圌山
上，故名。建成于明崇祯元年（1628
年）。平面八角形，7层，每层有砖叠砌
的腰檐，塔端耸立着葫芦铜页。清道
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国侵略军窜犯
镇江时，当地人民曾利用此塔监视英
国兵船的动向。附近数十里的群众有

“清明”登圌山游览的习惯。而圌山抗
英的故事更是在当地百姓的口口相传
中，生生不息。

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副会长赵
康琪，就生长在圌山脚下。他清楚地记
得，上世纪 60年代初，家中长辈和镇
江民间文化学者康新民等人在大港一
带收集整理民间抗英保卫战的故事。

在大港一带，传唱、演绎圌山炮台

这里，有神一般的存在

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人
民就熟稔这样一句歌词：从来就没有什
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

180年前圌山炮台的一声炮响，圌山
之巅从此有了神一样的存在。这不是神
仙的神，而是精神的神。

尽管这次抗英斗争失败了，但是，就
连英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遭到了“迎头
痛击”。

后来，恩格斯在《英国对华的新远
征》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圌山炮台军民的
抵抗行动:“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遭到同样
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战争不是诗。战争要残酷多了，也
荒谬多了。尤其是近代战争，更尤其是
双方技术装备明显不对等的近代化战
争。180年前的这场战争，几乎是一场农
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直接比拼。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这场看似不
对等的战争？

因为它传承的是中华民族不畏强
暴、敢于亮剑的精神风骨。

圌山炮台抗英，这份属于历史的荣
耀，是新区的，也是镇江的，又是中国的，

更是人类的。
镇江这片土地，从来不缺乏血性：我

们有中流击水的祖逖，我们有气吞万里
如虎的辛弃疾……

站在五峰山上，立于炮台，俯视长
江，不由让人想起关汉卿所书：这也不是
江水，这是流不尽的英雄血！

圌山炮台遗址位于镇江新区大港

东十七里五峰山下的二矶头。它依山

面江，地势险要。该炮台建于1840年，

炮台阵地分两处，一处在山脚下，凸出

江面，暗堡式，弧长约20米，呈扇形，四

口；另一处中部斜坡下靠江处，现存母

堡三口，暗堡式，进深 12米多，子堡七

口炮堡，全长约 60米。另外在“山谷”

里有弹药库一座，长方形。均为黄沙

石灰质地。

明代吴时来著《江防考》谓:“京口

西接石头 (南京),东至大海,北距广陵

(扬州),而金、焦(二山)障其中流,实天设

之险,江岸之防惟在京口(镇江),而江中

置防则圌山为最要”。历史上圌山设

防,早在唐代有圌山戌,
180年前的 1842年 7月 14日，位

于镇江城东的圌山炮台打响了反击英

国侵略军的第一炮。作为省级文保单

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圌山炮台是

保存至今的我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

的少数重要革命遗址之一。

圌山北麓的五峰山，犹如一个巨

大的神龟伸颈探入江中，与对岸的顺

江洲 (现名高桥镇)，把两公里多宽的

江面勒成了不到一公里的隘口，这就

是万里长江闻名的“圌山关”。圌山

炮台设在凸出江面的大矶头、二矶头

上。一走进炮台遗址，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傲然耸立的“圌山抗英炮台遗

址”纪念碑。炮台共有三处，眼前这

一处保存比较完整。它雄峙在二矶

头上，暗堡式的结构，全长 30余米，炮

口对着江面。分三个炮室，内呈腰鼓

型。炮室中部最大宽度 6米，脊顶高

3.6米，进深 8米，炮台口宽 2.5米，门

宽 5米。门侧附小弹药库 4个。堡壁

厚 3-5米。从塌落的顶部看，炮台系

用黄泥、石灰、细沙分层浇筑夯实。

据史书记载，当时圌山炮台共有 20门
大炮，80余名守军。

抗英史实的歌谣、戏曲、歌舞，100多年来
一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耳熟能详。

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镇江
新区把包括圌山炮台遗址等在内的革命
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红色资源作为
最鲜活的教材，把现实发展成果作为最有

说服力的“实境课堂”，有力推动了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开展。

7月 12日，镇江报业传媒集团、镇江
新区党工委宣传统战部以及驻地部队代
表共同为圌山炮台遗址“红色教育新闻研
习基地”揭牌。三方将深入挖掘圌山炮台
革命历史价值，为讲好镇江红色故事提供
更多新闻宣传资源。

镇江新区党工委委员、宣传统战部部
长蒋红武表示，镇江新区将进一步加强新
时代社科普及工作，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
了解本地历史风骨并从中汲取丰富的精
神养分，为讲好镇江红色故事、传承镇江
红色基因，把“镇江很有前途”跑进生动现
实贡献新区力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声秦陈声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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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新闻，读得有些涩。
新闻来自“扬州发布”，讲的是关于“后备厢市集”的

故事。摘录一段文字如下：“晚上7点开始，在韵河湾街
区临近文昌路的一块空地上，上百辆私家车整齐排列成
数行，打开后备厢，缠着一圈氛围灯，配上帆布招牌，支
起折叠桌椅，韵河湾后备厢市集开集了，各式美食、特调
饮品、手工编织、萌猫爬宠、套圈游乐、亲子互动……运
河晚风吹过，现场客流不断。”

扬州“后备厢市集”的肇始，新闻里介绍，江湖人称
“扬州后备厢市集第一人”的包磊，找了一帮志同道合的
兄弟，把各自的车辆改成同一种风格，做不同的产品，一
起摆摊。然后，一炮而红，再然后，又吸引了更多的后备
厢摊主摆摊打卡。今年以来，扬城新增多少后备厢市集
摊主？包磊估计，最多时近1000人，实体店店主和无店
面的初创者各占50%。

“后备厢市集”为什么会红？看一看具体的“后备
厢”吧——卖热狗的叫“狗富贵的摊”，卖香水的叫“逃不
过的真香定律”，卖玩具的叫“恭喜你发现了宝藏”……
几乎每个后备厢都打出了个性化、网红化标签，挂出的
是创意，晒出的是心声。

新闻介绍，“前来摆摊的车主背景迥异，有开实体店
的，有做文创的，也有第一次出摊卖货的其他行业从业
者。投入小、灵活性强、门槛低，让‘后备厢市集’越来越
受年轻人追捧。”韵河湾街区相关负责人曹刚说，“在韵
河湾摆摊大军中，有劳斯莱斯、宾利、奔驰等许多豪车车
主，他们摆的不是摊，是生活的劲儿。”

民众路边摆夜市摊儿，政府是什么态度？现场的一
个细节可以说明——“在三把刀特色步行街夜市，出入
口都有保安值守，请市民出示苏康码、行程码，并且测体
温。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这样的夜市具
有让人安心的烟火气。”新闻亦采访了扬州大学商学院
教授张斌，认为“后备厢市集”的发展，顺应了消费者由
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升级，培养和壮大了城市个性化
消费群体，他们正在彰显出城市消费升级蕴藏的巨大
潜力。

同时，为了鼓励夜间经济发展，扬州市商务局出台
了专项扶持政策，针对夜间消费促进活动，给予实际支
出费用50%的补贴，希望通过夜间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提
升城市消费活力。而刊发这则新闻的“扬州发布”这股
子“生活的劲儿”得到了政府的鼓励与扶持，自然越发

“得劲儿”了。新闻披露：韵河湾市集、皮市街“嗨皮市
集”、三湾公园市集、昌建广场市集、三盛广场市集、吾悦
广场市集、三把刀特色步行街市集、虹桥坊非遗夜市、明
月湖“Fun肆一夏”夜市……今年5月以来，丰富多彩的夜
间集市在扬城各个角落井喷式开张。与往年不同的是，

“后备厢”成为各个夜市不可或缺的标配。
然后，再进一步，“后备厢市集”的业主们以及政府

有关部门都在思考并行动，如何借这股子“生活的劲儿”
让市集升级、让网红夜经济变成“常红”夜经济。再然
后，6 月 24 日晚，为期 6 天的江苏扬州非遗夜市在明月
湖、虹桥坊两地同步开市，这是当地文旅部门利用夜间
市集，让更多的非遗产品、非遗美食走进年轻人的生
活。7月9日—10日，由扬州市商务局、扬州市瘦西湖风
景区管理处、抖音生活服务、字节跳动公益联合举办的

“又见广陵城古风市集”在瘦西湖开市，带来了本地网红
餐饮的夜市呈现方式、沉浸式体验、夜市直播等新消费
方式。

其实，论民间的活力，我们的城市并不弱也不迟于
任何一座城市。“扬州发布”的新闻有述：“今年 5 月 20
日，位于韵河湾街区的‘后备厢市集’率先一炮走红。”也
就是说，他们的起步，也就在5月间。

同样是在初夏，我们城市的新闻媒体公众号“翡翠
文艺963”5月26日就有报道——“滨水路的夜，火了！”讲
的正是滨水路上冒出了个网红‘后备厢市集’。报道中
如是说道：“最近滨水路的美是‘摆摊’给的，小红书上是
各种刷屏。”“摆摊的车子每辆都装饰得很漂亮，拉着小
串灯，张贴着装饰卡片，氛围感满满，一到晚上全是人，
太热闹了。”但这则报道的留言第一条却是：“昨晚去散
步，热闹的场景已不再……听说是有人举报说影响交
通，不让摆摊了，真的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于是，有些涩！

（本版图片为史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