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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街街巷巷的的味味道道

北京烟袋斜街

毗邻后海,在地安门以北,鼓
楼前脸儿,有一条北京城最老的
斜街,名叫烟袋斜街。据说,当时
居住在北城的旗人,大都嗜好抽
旱烟或水烟,烟叶装在烟袋中。由
于烟袋的需求与日俱增,所以斜
街上一户一户开起了烟袋铺。除
此之外,烟袋斜街本身就宛如一
只烟袋。细长的街道好似烟袋杆
儿,东头入口像烟袋嘴儿,西头入
口折向南边,通往银锭桥,看上去
活像烟袋锅儿。正是基于这两方
面的原因,以“烟袋”命名斜街,真
可谓名副其实。

烟袋斜街最繁盛红火的时
间是清代光绪年间,这个名称大
约也是此时叫开的。斜街里出现
多家饭庄、酒楼、烟铺、茶馆、浴
池等。最有名气的饭庄还得说是
京城赫赫有名的“八大楼”中的
庆云楼。随后出现了以经营烟具
为主的“同台盛”和“双盛泰”两
个店铺,据说两店老板曾为那拉
代氏通洗水烟袋,于是声闻京华,
斜街东口便出现了以烟袋作店
幌子的烟袋商店,这两家店在斜
街中名声、气派最大,幌子也最醒
目。

如今修整后的这条街,两侧
建筑朴素典雅,明清传统风格格
外醒目,前店后居的形式呈现出
深厚的市井风情和浓郁的老北
京特色。这斜街仿佛是一条时空
隧道,走进其中你看到衣着时尚
鲜亮的游人,呈着不同的肤色,用
着各样的语言,寻觅着各式带有
深刻时代印痕的玩物抑或饰品,
忽然有了一种让你不知道身处
何处世在何时的感觉。

杭州中山中路

老杭州对中山中路的感情,
都很笃深,有人在这里长大、有人
在这里吃过“葱包桧儿”,这里代
表着杭州的老风情。

曾经,这条北起解放路官巷
口,南至清河坊鼓楼的老街,市井
繁华,是杭州城里最热闹的一条
商贸街。自南宋始,它一直是杭城
最为重要的城市商业中心所在。
南宋时,它是都城临安城格局中
南北走向的主轴线,直通皇宫,被

称为御街、天街。中山中路也是
杭州当时最宽、最繁华的一条
路。元朝时,这里外商云集,它被
称为“阿拉伯的世界”；到了民国

时,金融发达,它被称为“杭州的
华尔街”。至今,这里还有不少银
行的旧址。

中山中路至今仍保留着方

裕和、状元馆、高义泰、九芝斋、
豫丰祥、邵芝岩、奎元馆等数十
家名店老店。街道两侧分布的清
至民国初期建造的历史建筑有
银行、店铺、民居、寺庙等多样建
筑类型,是杭州近代历史建筑最
集中、反映杭州历史变迁最丰富
的街道。

淄博周村大街

周村大街,也可以称为周村
古商城。在纵横交错的青石街道
上,在古色古香的各类店铺牌匾
里,保存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
这里历史的痕迹就像一层厚厚
的灰尘,覆盖在一砖一瓦、一草一
木当中,仿佛轻轻一碰,尘封的历
史文化气息就会扑面而来。

唐宋时期伴随着宗教庙会
文化的发展,周村商业初具雏形。
纺织丝绸业为历史悠久的传统
工艺,周村也因此成为我国北方
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明清时期
发展成为北方重镇,乾隆御赐“天
下第一村”。早在明末清初,周村
作为商业名镇,与中国南方的佛
山、景德镇、朱仙镇齐名,成为无
水路相通的全国四大旱码头之
一。1904年5月19日(清光绪三十
年四月初五)周村正式被清政府
批准开辟为商埠,使得周村商业
更加繁荣。

沿着大街、丝市街、银子市
街一路走来,路过一家家古玩字
画店、茶庄、小吃店,没有熙熙攘
攘的人群,没有大声喧哗的嘈杂,
一切都悄无声息地按大街特有
的节奏跳动,仿佛时间对这里特
别眷恋,人们走在这样的街道也
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这里的
老人熟悉此地的一砖一瓦,了解
这里发生的每一个故事。

拉萨八廓街

八廓街又名八角街,位于拉
萨市旧城区,是拉萨著名的转经
道和商业中心,较完整地保存了
古城的传统面貌和居住方式。八
廓街原街道只是单一围绕大昭
寺的转经道,藏族人称为“圣路”。
现逐渐扩展为围绕大昭寺周围
的大片旧式老街区。

八角街位于古城拉萨的中
心,是拉萨本来面目保留得最完

整的街道。它是拉萨的宗教、经
济、文化、民族手工艺乃至西藏
的风土人情的集结地,也是旅行
者到拉萨必去之地。八角街呈圆
形,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时钟,辉煌
壮丽的大昭寺就是钟轴。其并非
以街道形状定名,而是藏语“帕
廓”的音译,意思是围绕大昭寺的
街道。

八廓街是为了建筑大昭寺,
并随着大昭寺的发展而建设和
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1300多年
的历史。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下
令在卧堂湖修建大昭寺,同时在
湖边四周修建了四座宫殿,与嫔
妃臣民移居宫殿亲自监督大昭
寺工程的进展。15世纪后,大昭寺
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其周围相
继出现僧人宿舍、宗教学校、小
寺庙建筑,众多信佛者迁居大昭
寺周围生活,街上逐渐出现了大
量民居、店铺、旅馆、手工作坊等
设施。

湖南太平街

太平街是长沙保存最为完
整的一条麻石路老街,自古以来
就是长沙城的商业中心。这里有
着古色古香的清末民国建筑、鳞
次栉比的马头墙、缤纷多样的各
地商品以及承载记忆的各类遗
存。说到太平街的历史遗存,大部
分来游玩的游客都知道贾谊故
居、乾益昇粮栈、宜春园古戏台、
长怀井、农民银行、福茂祥,却罕
有人知道这里还有着玉泰和茶、
辛亥革命共进会旧址、利生盐号
以及洞庭春茶馆等历史遗迹。

说到湖南长沙的太平街就
不得不说起一首儿歌,“太平街,
好地方,皇帝的老师当大官,红
薯粑粑香又香!”熟悉的儿歌从
遥远的年代唱到现在,走街串
巷便能感受到浓郁的湘楚风
情。来湖南长沙游玩,不得不到
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太平街来瞧
一瞧。悠悠两千年历史的长沙,
经受战乱与变迁,而太平街,却保
留它千年不变的情怀。一栋栋民
居,隐约可见昔日风貌,却挡不住
岁月的风霜。

旧时光,老物件,将那斑驳古
老的时光一点点拼凑。老长沙们
津津乐道的“太平街”,如今也是
文艺青年们最爱的古老街巷。

拉萨八廓街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老街记忆,一条条老街古巷,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与传承,也记载着一些人的童年。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钢筋水泥房、拥堵的
大交通,让人格外想念悠悠的慢时光。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安静的角落,你可以从中找寻一丝悠闲和安静。在弥漫着现代生活气息的今天,老街小巷像是被
岁月磨砺过的老人,有它独特的韵味和风姿。给自己一个下午的时光,去转转这些老地方,放空自己,听听历经岁月的老人们讲讲这个小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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