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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东昌”讲述古区城隍庙街历史过往

古古城城区区城城隍隍庙庙曾曾被被日日寇寇占占为为军军营营

在古城区原红星街的东半部分，历史上叫做“城隍庙
街”。这条街位于东昌古城东北隅，东起东城墙，西至东口
北街与流水沟街相接的路口，与前王园街相连接。街长约
250米，宽度11米左右。旧时街东部文庙前的一段曾叫“文
庙街”，后来统称“城隍庙街”了。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在喜迎2015年到来之际，元月1
日，开发区振华购物中心9:30分准时
与广大消费者一起迎接新年的到
来。

欣 喜 ，激 动 ，兴 奋 ，难 以 置
信……振华购物中心联合鲁源菲亚
特汽车举办的“2015首届人体彩绘
节”，当美丽性感的模特站台的那一
刻，前来一睹芳容的消费者们纷纷
拿起了相机，记录下这火爆性感的
场面。

就在人们纷纷感叹这人体彩绘
给大家带来的震撼的同时，不时被振
华购物中心二楼传来的阵阵笑声吸
引，人们纷纷来到二楼，原来“2015
跨年遇到爱”大型相亲互动活动正
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这场大型相亲
活动，前来相亲的单身男女们在组

织者的带领下正兴高采烈的做着游
戏。一位参加相亲会的女孩说：“这
个元旦本来就想宅在家的，在朋友
圈里看到振华购物中心有相亲的活
动就过来了，挺有意思的”。

不过，更精彩的还是振华购物
中心举行的抽奖促销活动“哇，他
抽了一个二等奖！”“不知道我会抽
中什么，好期待！”前来购物的顾客
纷纷在抽奖处排起了长队，都希望
好运能在元旦假期降落在自己身
上。千元购物卡，百元餐饮券…振
华购物中心这个假期以抽奖的形
式回馈广大消费者，前所未有的超
低门槛，只需购物满88元即可参与
抽奖一次，奖品力度之大绝无仅
有。经常光临振华购物中心的王先
生说：“今天就是来带着孩子和朋

友聚餐的，到了咱们店里知道元旦
期间的抽奖活动力度很大，就选购
了一些商品来抽抽奖，试试运气！”

“这个抽奖活动很棒，满88就可以
累计抽奖，我一开始买了两双鞋，
这不又给家里的老妈选购了一个
新款的金手镯！”一位姓李的市民
如是说。振华购物中心元旦活动期
间很多顾客都是满意而来，尽载而
归！振华购物中心的销售业绩又创
造了一个新的奇迹。

本次“2015跨年遇到爱”大型
元旦促销活动的胜利收官离不开
广大消费者的支持和厚爱，在即将
到来的春节期间，我们振华购物中
心全体员工会以更饱满的热情，更
优质的商品、更贴心的服务、更实
惠的价格回馈广大消费者。

22001155开开发发区区振振华华跨跨年年遇遇到到爱爱
——— 开发区振华购物中心元旦促销活动完美收官

城隍庙街因府城隍庙得名

城隍庙是古城内一处闻名
的老景观，而因为有这座城隍
庙 ，庙 所 在 的 这 条 街 就 由 神
庙——— 府城隍庙而得名了。

“古代传说守护城池的神称
城隍，它是神鬼世界中的一城之
主，府城隍庙负责管理阴间的府
城，它的职权范围相当于人世间
的知府。”东昌府区政协文史研
究员高文广讲道，道教把城隍当
做“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
说它能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
时放晴，保谷丰民足。也有的说，
城隍是所谓阴曹地府的一级政
府，专门负责惩办在阳世的作恶
行为。

城隍庙的庙内塑有种种刑
罚泥塑，诸如：割舌、挖眼、锯解、
磨碾、刀山、油锅等，展现的惨酷
景象，让人看了胆战心惊。“其实
城隍庙也不过是古时候，统治阶
级、官府为了威慑世人奉公守
法、趋良从善的一种统治工具，

用来补充刑治不足，树立人世间
正气。”

庙里曾经塑有神像，叫“威
灵公府城隍之神”俗称“城隍
爷”，城隍爷的老婆俗称“城隍奶
奶”。俗谓城隍爷有神通，不但主
宰阴间生杀，即对阳世祸福，亦
有灵验，因而地方每逢干旱，就
求救于城隍爷祈雨，从而就有城
隍爷出巡的盛举。每逢此时，地
方人士就隆重地抬出城隍爷夫
妇泥塑，并有很多信众扮装成神
鬼执事，高擎仪仗，巡行在大街
上，执事者鸣锣开道，围观者万
人空巷，气氛热烈，敬神祈福，在
旧时代可谓一时特殊的景观。

府城隍庙是明洪武三年
(1370)东昌府同知魏忠主持建造
的，同时院内还建有戏楼。自明
朝天顺至清朝道光年间，先后有
东昌府知府徐垠、李举、盛周、宋
豫卿、罗汝芳、杨朝桢、胡德琳、
张官五、祝庆谷进行过9次重修。

府城隍庙曾被日寇占为军营

“府城隍庙随着时代的变
迁，早已废弃不存。但日寇占
据聊城期间，庙址曾一度成为
日寇军营。”75岁的古城区原
居民韩庆云提到这仍心有余
悸，在日寇占领聊城期间，府
城隍庙竟成了日寇秘密杀害
抗战志士的魔窟。

而《东昌老街巷》的编撰
人员们更是找到了亲历过这
段历史的回忆者。在《东昌老
街巷》上，有一段关于现居台
湾的朱成惠先生的回忆。老人
回忆说，府城隍庙成为日寇军
营期间，他那时正在卫仓小学
读书，校址与庙址只有两墙之
隔，两墙之间是一条通道，隔
道 相 望 ，就 能 看 到 庙 中 的 情
景。有一次他和同学亲眼目睹
庙内杀人的惨剧：日寇挥舞军
刀，向水桶内蘸水，继而举刀
向跪缚者猛刀砍去，一颗沾满
鲜血的人头立即滚落在地，随
即连同尸体踢入预先掘好的

沟内，其凶残之状，惨不忍睹，
不料偷看者竟被日寇发现，于
是迅即躲避。

古代神庙竟成了抗战志
士捐躯的场所，至今令人感到
悲哀愤懑。

解放后，庙址一度为教师
集训场所，后为区人民武装部
和中共东昌府区委驻址。

日寇凶残，却也迷信。有
一个日本兵到军营附近的小
杂货铺玩耍，告诉铺主说夜间
在营房忽然发现一少女，众军
士大为疑虑，就起来追赶，少女
立即奔逃。但追来追去，竟无影
无踪，众军士对此怪异现象，大
惑不解。铺主人听了对日本兵
说，这里是城隍庙，一直都有鬼
神显灵，可以备点香烛烧纸祈
祷，就可以消灾趋难。日本兵听
了他的话，就在他铺里买了香
烛烧纸，照嘱焚烧。这种传言自
然是迷信，但凶残的日寇却不
免受了铺主人的愚弄。

城隍庙街东首路北，县文庙
的北边，背靠东城墙建有一座关
帝庙，人称“槐花庙”。内有关公
神像，绿铠锦袍，表情威严。庙附
近有住户，形成南北小街，称“槐
花庙街”。槐花庙街于解放后消
失，其址为学校占用。杨家坑被
扩入学校后院，今已不存。

槐花庙北约四五十米，杨家
坑的东边有10间北屋，人称“瞎
子店”。有很多盲人以此为家，夜
晚在此居住，白天出去算卦或乞
讨。据说瞎子店是公益设施，建
筑年代不详，解放初消失。

瞎子店向西、邻近北城墙处

有一水坑，因坑前有杨姓人家居
住，故称“杨家坑”。民国年间，杨
氏三兄弟先后投身革命，相继为
国牺牲。

在《东昌老街巷》对杨氏三
兄弟材料的梳理中，记者看到了
这一门三兄弟的悲壮故事。

三兄弟中最大的杨有训在
1916年出生，1938年参加范筑先
抗战队伍，聊城失陷后参与开辟
八路军敌后情报联络站，公开身
份为教师，曾在抗日中学任教，
1947年夏在征兵工作中染霍乱病
牺牲。

杨同训在1920年出生，1938

年随范筑先抗战，后在八路军冀
南军区某部任副团长，1943年在
河北丘县对日寇反扫荡战斗中
牺牲。

最小的弟弟杨嘉训(华亭)，
1938年参加聊城抗战工作，后在
冀南军区宋任穷所属敌工部工
作，以“杨家三少爷”身份活动在
天津、河北、济南、茌平、聊城一
带，收集敌伪情报，购置医药等
军用物资，后任敌工部部长，解
放战争期间任宋任穷秘书。可叹
的是，“杨家三少”在整风运动中
含冤自杀，平反后，授予烈士称
号。

“杨氏三兄弟”革命故事流传

在府城隍庙的院内西侧，还
有过一座规模不大的县城隍庙。
民间俚曲《逛东昌》中有唱词曰

“一趟街府县两城隍”，就是说的
这处地方。

城隍庙街东首路北还有座
县文庙。据宣统二年(1910)《聊城
县志》记载，旧在东门外铁塔寺
旁，明永乐初年迁往南门外，正
统年间迁东门外，成化年间迁布
政司东，即今址，此时正殿、两庑
未建。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府

程鲲化、知县郑文先增设殿庑，
规制悉备。据康熙二年《聊城县
志》记载，在县文庙西南曾有一
座马周庙。马周，字宾王，唐代博
州(今茌平)人，唐太宗贞观年间，
官至吏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
县境内原有马周故宅并立有牌
坊名“宾王坊”。

1944年清明节，日伪政府在
县文庙里举行过祭孔典礼。新中
国成立后，庙址改建为学校。1951
年1月，聊城县建立聊城县中，原

在东关大街路北，后迁此，1952年
改为山东省聊城第二中学，1962
年春，迁往陈庄。该校址设立聊城
县民办中学，改为聊城第八中学。
1978年更名聊城四中。“文革”前
期即1966年至1970年间，四中后院
驻有“聊城县评剧团”、“聊城县豫
剧团”和“聊城专区大笛子剧团”。

“文革”期间，城隍庙街和前
王园街合并为“红星街”，1982年
红星街撤销，原街名重新启用，
1987年恢复红星街。

街上曾还有座县城隍庙
城隍庙街上的府城隍庙平面图。(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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