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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一百二十九期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主持人：沧州街道更名目前正在进行中，如何
广求民意，保持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同时又能避免历
史久远带来的生疏生涩感，起出既有历史文化气
息、又能突出街道本身文化特色的时代性前瞻性的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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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诚：在城市的建设发展
中，前几年沧州给一些新建和改
扩建的马路冠以新的路名，有的
比较成功，得到广大市民的欢
迎，有的就不成功，叫起来青涩
绕口，难以记住，广大市民难以
接受。

主持人点评：街道是形，名
称是影，形影相符，是群众对街
道起名约定俗成的原则。易记、
易懂、响亮通俗、方便出行是群
众最基本的需求。在此前提下，
结合路段特点，以地方文化历
史或当代文化符号来统领，是
街道名称的文化提升。历史文
化符号的选择，应为大多数群
众所熟悉，宜近不宜远，宜耳
熟能详，不宜生涩古奥。再进
一步则是结合城市和街道两边

的特色规划，加入未来愿景，
反映当代文化或社会建设的大
势。只有兼顾历史与现实、前瞻
未来与梦想、引导和顾及群众口
味的名字，古城街巷的文韵才会
叫得回响悠长。

主持人：沧州大
运河畔可以点数的老
街巷有哪些？这些老
街巷里有哪些标志性
的商铺、建筑？现状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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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民魏新民

张永诚：沧州著名的古街巷，要
数文昌街、南门里街、顺城街、小南
门、城隍庙。这里是老沧州的中心商
业区，是沧州最繁华、最有烟火气的
街市，也是与大运河相连的街区。

文昌街是沧州解放前最繁华的商
业街，是从老东门往西一直到南门里
大街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也是从
南门里的天一坊饭店对面往东的一条
街。它西起南门里百货 （二层灰砖
楼），东到老东门。这里主要有同义
诚杂货酱菜店、钓鱼台旅馆、袁家杂
货店、袁家大院，照相、刻字、镶
牙、理发、澡堂、煤球厂一应俱全。
还有日本人开的电灯房即供电所、自
来水公司等。那时四里八乡的人进城
办事没有不到文昌街的。可以说文昌
街就是沧州的王府井。

小南门是老城墙西南角的一个小
城门，门外往南直通钱铺街、锅市
街，门里往北就是繁华的城隍庙、顺
城街、菜市。小南门是一片商业区，
聚集了很多老字号商铺名店，如小万
祥糕点杂货店、永诚百货鞋帽店、长
青瑞瓷器店、盛兴和洋铁玻璃店、义
生和糕点鲜货铺，还有众多酒馆饭
店。每到春节、正月十五，全城男女
老少和城外的人都要聚集到这里，采
购、看灯、逛庙会，这就是有名的

“挤小南门”。这里张灯结彩，人潮涌
动，热闹非凡。

50岁以上的沧州人都知道南门
里大街，现在改为清池大道。以前还
叫过南北大街。它是贯穿城市中轴线
的南北大道，也是贯穿老城南门至北
门的中心商业街。这条街“文革”前
分为三段，中间一段从牛市街到新华
路叫南门里大街，牛市街以南叫南门
外大街，新华路以北叫北门大街。解
放前直到“文革”，每逢重要节日，
是民间文娱巡演的必经之路。解放
前，这里有义丰园糕点铺、文和成杂
货铺、鹤龄堂中药房、尹家绳辫店、
德伦大楼、源利成、源利号食品酱园
等，还有书院，可谓商贾云集、鳞次
栉比。解放后这条街北头建了沧州第
一座电影院——新华礼堂，中间段建
成了人民银行大楼、实验小学。

魏新民：刚才宗老师上传的照片
里，建华街、四合街、小街子等基本
还是我们年轻时的老样子，看上去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红砖房，
街巷狭窄，人口密集，基本格局、道
路走向，还有点老城区的味道。沧州
市区，这样大面积人口密集的旧房
子，已经不多了。

宗增顺：沧州的街巷比较多，最
典型的就是城隍庙一带，是当时经济
文化购物中心，其次就是江岔子、老
当铺街一带，也就是现在清风楼对
面，比较繁华。还有缸市街、书铺
街、顺河街、建华街、四合街、马厂
街、李家花园、鼓楼街、南川楼等。
现存的只有南川楼、建华街等，过去
沧州老城内的街巷几乎没有了。顺城
街是现在的东风路西口儿斜对着一直
通原盐百的那条路，是市民选购农副
产品水产品必到之处。时代变迁，好
多建筑民居都在消失。

主持人点评：老街巷是城市的文
化皱纹，没有皱纹的城市虽有朝气，
却少了沧桑和深沉。历史有情，长成
了这些皱纹，又无情地将它们抹平。
纵酒放歌、慷慨激昂的勇进和开拓固
然可嘉，浅斟低唱、凝眉沉思的柔情
与深刻也未必不妥，或恰是二者合而
为一，方是真正的历史担承。

主持人：历史上的老街
巷曾留给一代代沧州人难忘
的回忆，寻常巷陌里非常的
人 、 非 常 的 故 事 及 建 筑 本
身，为城市打下哪些文化烙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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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民：我不是沧州“土著”，缺少儿时的记
忆。沧州历史文化悠久，但自己多年来却“灯下
黑”，对“学于斯，老于斯”的这座城市，它的前
世今生，回望不多，关注不深。虽然在这座城市生
活了 60年，没有“根脉”上的联系，还是有“客
居”的疏离感，可见乡愁是与生俱来的。直至退
休，闲下来了，才发现，错失了许多能认识它的机
遇。近几年从民间收藏入手，力图研究一些老沧州
的历史文化，潜意识里也许是一种地域文化的认同
和某种精神上的回归。一个没有文化和记忆的城
市，如同一个没有体温、没有表情、冷漠的人，这
是挺可怕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为留住城市的体
温和表情，让它成为一个鲜活且有个性的“人”。

说一段一中上学时的往事，跟小南门有关。有
天下午是自习课，偷着溜出来，去小南门。这里书
店、理发店、照相馆、卖糖果应有尽有。最有诱惑
力的就是那家挂着“曲艺社”牌子的说书馆。说书
人叫张起信，个儿不高，很精神，白白胖胖的，嗓
音洪亮，说得也好。不知人们为什么给他叫“大
傻”。听“大傻”说书，是最快乐的一件事。听书
是要钱的，坐在长条板凳上先听，十分钟一段。听
完一段，惊堂木一拍，就有人端着一个小簸箩，下
来收钱了。听一段，收二分钱。书馆里总是挤得满
满的，一收钱了，门口人群“呼啦”一下就散去
了，收完钱就再返回来。门口站着的，多是没钱又
想听的，好跑着方便；坐在板凳上的，不好意思不
给钱。我一个穷学生，没钱，就站在门口听。我的
文化启蒙，除了爱看“小人书”，大概就是这家说
书馆了。《三侠五义》《大小八义》《呼延庆打
擂》……这些老段子，听得着迷，搞得第二天上课
总走神儿。

老街巷宅院发生过许多藏宝的事，有一件事是
我亲身经历的。上实验小学时，对面就是一处老宅
子，刚下过雨。一群刚放学的小孩子在院里弹球，
眼看玻璃球咕噜咕噜滚到一个小洞里，却怎么也找
不到了。喊来大人，发现这个洞很深，在院子里住
了这么多年，从来不知道院里有这么一个洞。拿来
铁锨挖洞取球，谁知，越挖越深，越挖越大，原来
下面是一个空洞！据说，最后挖出来一瓷坛子现大
洋。那年头，老宅子挖出宝贝的事，屡见不鲜，不
是银元就是古董。

张永诚：运河漕运带动和孕育了沧州城。运河
东岸有漫长的码头货栈。市中心的主要码头在现在
的彩虹桥往南一带沿河边。最大的要数刘家码头，
南来北往的货船几乎都在这里停靠，装卸货物，采
买生活用品，常有多条船队停靠河岸。岸上排列不
少的货栈、客栈、澡堂、酒肆。最著名的大货栈、
杂货店是“庆兴和”“圆成德”。沿河最著名的建筑
是英国人建的博施医院，在河西岸，现在的市委南
家属院位置。一片灰砖红瓦的英式小楼，建筑典雅
美观。河东岸不远处有老当铺大院，院内分多个院
落体系组成，磨砖对缝，气势恢弘，森严壁垒，是
少有的大型中式建筑。据说是满清贵族投资兴建，
由山西商人经营管理。麻姑寺在建华街北头，是运
河的一个大摆渡口，大马车可以在渡船上过河。过
了河是通往西边各县的长途车道。运河南川楼岸边
还有一个高大的楼房——面粉厂，是日本人修建
的。厂房下边是它专用的码头，每天运粮运面的船
只在码头来来往往。建筑里是现代蒸汽锅炉和加工
机器设备。面粉厂高大雄伟，是沧州最高大的建
筑，方圆几里都能看到高楼的身影，每天早晨七点
和下午四点，面粉厂拉响的汽笛声几十里外都能听
到。

宗增顺：建华街一带，老建筑比较多，但没有
大的建筑。船厂就在原看守所西面，当时也很繁
忙。漕运的船可在此船厂养护，很有历史。庙宇也
比较多，因为西面就是水月寺，故事也很多。这里
原有一个人民公社办的刺绣厂，是给外贸加工的单
位。

主持人点评：老街老巷老宅子，几朝更替，几
番风雨，几人欢笑，几家忧愁。曾经的那些人，
曾经的那些事，曾经的那些繁华，都在巷口飘然
远逝，如烟云消散永不再来，惟有记忆渺渺茫茫
丝丝缕缕回荡纠缠，无处凭寄。幸好，抹平皱纹
的历史老人在青砖缝里还留下一丛秋草，在老宅
院里深藏了几件宝贝，这脉脉的温情，算是对乡
愁的抚慰。

主持人：人们对老街巷饱含深情，为挽留它们做过很多努力，其中
有遗憾也有欣慰。曾发生过哪些故事?

3
魏新民：现代社会文明的标

志，不能总是物质的，要注入文
化，城市才有温度，有表情，有
灵魂。人们知道运河边上的吕
宅，当年幸存下来了，可至今处
于既没拆毁也没保护的状态，令
人堪忧。我前两天去了一趟，基
本还是老样子。吕宅之外，还有
一座更早的张宅，据说是清代山
东济南府尹张小平，在沧州最有
风水的宝地，为其母亲建造的私

人宅院，青砖、灰瓦，典型的清
式建筑。三进院，中院有天井，
墙上的砖雕，屋子里的木地板，
这样的建筑形式只有南方才有。
特别是院里百年以上的大槐树就
有十来棵，宽宅大院，绿树成
荫。四周也都是青砖灰瓦的建
筑，遮掩着，所以外人多不知。
随着城市发展，沧州古城许多名
楼、古建，如闻远楼、水月寺、
包公祠、梅公祠等，都先后拆除

了，这是沧州最后，也是唯一一
座保留完整的清代古宅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宅拆毁
时，缸市街市民马先生出来“护
宝”，说这是文物，不能扒，还打
电话找来了文物部门。文物工作人
员依据《文物法》，证明确属文
物，经过交涉，当时还上了报纸，
终无果，最后张宅在人们眼皮子底
下消失，成为永久的遗憾。

主持人点评：历史文化不是

毁于无知冒进，便是毁于利益分
成。余秋雨说，看着在圆明园废
墟上开推土机令人心痛；梁思成
说，拆除北京旧城老建筑 50 年
后我们会后悔。没有了水月寺的
晨钟、闻远楼的暮鼓，历史文化
在城市上空几乎失声，轻飘飘没
有底气。50 年后，我们已经后
悔。然而，“悔”字是轻描淡写
地挂在嘴上，还是念兹在兹地行
于事里？

主持人：城市改造中，结合社会发展，能否给那些典型的老街巷容身之地，供
人在心灵和文化上以诗意栖息？老街巷的局部改造应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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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民：前几年听有关部门

的一位领导说，要把这一带作为
城市的“文化干细胞”保留下
来，这个提法很有意思，能给沧
州留下一个老城区的微观“标
本”。腾出来的这片“空城”整
体规划，仿照一些城市做法，发
展文化。这里文化底蕴厚重，且
是一个集多元文化的区域，比较
能代表“老沧州”特色。这个思
路听起来不错。但没有大手笔，
实行起来很有难度，倘能实现，
对城市发展和改善民生无疑都是
一件好事。“张宅”的消失，给
我们一个启示：城市发展的同时

完全可以兼顾文化保护，如果当
初考虑马先生的意见，把那些古
建筑原样保护起来，老当铺、公
所、张宅、吕宅都可以当成旅游
景点，那么这就应该是最有沧州
文化特色的地方，成为供人们在
心灵和文化上的诗意栖息地。

张永诚：国家倡导建设大运
河文化带，这是难得的历史机
遇。在运河景观带建设和恢复历
史风物建设中，一举多得，功德
千秋。同时把水月寺、盐运署
衙、明楼古迹都重新修复。这是
对沧州历史的贡献。河间可以修
复府衙，东光重建铁佛寺，青县

修建盘古庙，为什么沧州重修不
了水月寺？其实就是对故乡历史
文化的认知问题。天津就是榜
样，天津旧城改造工程变化巨
大，但是天津老城的北马路、东
马路、南马路、西马路，仍然保
留了原名，传承了历史，让子孙
后代再过一百年从国外归来，仍
然能找到回家的路。

宗增顺：现在仅存的老建筑
不多了。南川楼、建华街、四合
街这一带的老建筑还比较多，且
多青砖老宅，又紧挨着运河。这
一带建议保留下来修缮一下。没
有老街巷和建筑，就没有了乡
愁。

陈立新：国家领导人在上海
考察时曾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
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

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
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
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
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
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
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
自信，增强家国情怀。古建筑是
传承沧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建议把四合社区改建成古文化
街，恢复历史古建筑，将其打造
成既有古建历史文化，又有居住
和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古城文化
街，再现运河岸边古城的繁华。

主持人点评：尚存的古建，
应当修旧如旧。已经消失的古
建，当慎重恢复。若无对待老人
般的尊重，对待圣贤般的虔诚，
妙手著文章的才具，足够的物
力，那么匆匆一挥草草而就的

“假古董”，仍不可取。

张永诚张永诚 宗增顺宗增顺 陈立新陈立新

沧州老街景沧州老街景

小南门一带小南门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