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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深三度

建安大道
有个康乐里

在市区建安大道东
段有个小胡同叫康乐里，
今是居民区。其北起建
安 大 道 ，南 至 居 民 区 。
1982年，康乐里因在健康
路南侧，寓意健康快乐而
得名。

许州火车站一带的发展引来居民，形成里巷

多少繁华“里”，都付笑谈中
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一列喷着蒸汽的火车缓缓驶入许昌境内，许昌从此进入“火车时代”。
火车的到来，不但为许昌打开了一个与外界沟通的新渠道，而且让彼时的许州火车站一带渐渐繁华起来。许州火车站

对面兴起了一条“洋街”，里巷交织。铁西一带也吸引了不少人落户，渐成居民区。 记者牛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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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昌社区
有东、西两条胡同
民国时期，禹县人在这里
开设寿昌里药材行

许昌胡同中带“里”字的，如今并
不多。许昌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
李军丽介绍，现在，或许只有位于魏都
区西关街道办事处寿昌社区的东寿昌
里、西寿昌里两条胡同。

东寿昌里、西寿昌里在市区解放
路中段东西相对。民国初年，这里由
禹县人开设了一家药材行，取“人寿延
年，生意昌盛”之意而命名寿昌里。新
中国成立后，随着许昌火车站一带的
建设发展，寿昌里药材行周边居民集
中，逐渐形成街道，便取名寿昌里。“寿
昌里原来指的是药材行，后来指的是
胡同。”70 岁的居民王保银说，解放路
东侧的部分被称为东寿昌里，解放路
西侧的部分被称为西寿昌里。

“俺家老头儿（丈夫）以前是搬运
公司的，扛包卸货，干的是下力活儿。”
东寿昌里 80 多岁居民赵喜凤指着一
棵枝丫虬曲盘旋的老槐树说，“这棵老
槐树没有 200 年也有近百年历史，寿
昌里药材行以前就在这棵树后面。”

见证火车变迁
蒸汽机时代
不少居民靠捡拾煤核儿做饭

如今，许昌火车站西侧就是东寿
昌里。这里有很多民房，穿过胡同需
要拐来绕去。

“1954 年 我 嫁 到 这 里 时 ，解 放 路
旁的铁路医院所在地还是庄稼地。”85
岁的张大娘站在东寿昌里的地名牌前
说，由于家里孩子多，她很少进城，只
知道南大街比较繁华。

赵喜凤也是 1954 年搬迁到这里
的。据其回忆，当时，寿昌里药材行已
不再营业，只剩下几处砖瓦房。“这一
带穷人多，很多人住的是茅草庵。”赵
喜凤说，以前，铁路西边有一条河沟，
还有一个大坑。“蒸汽火车冒着白烟，
咣当咣当地行驶在铁路上。”

“以前，火车要烧煤。工人清掏炉
渣后，这一带的居民都跑过去捡拾没
有燃尽的煤核儿。捡回来的煤核儿可
以用来烧火做饭。”赵喜凤说，“蒸汽机
变成内燃机，又变成电气化列车。”

73 岁的孙华顺家的老房子曾
是 寿 昌 里 药 材 行 的 一 部 分 。

“1971 年，我搬到这里，老房
子已几经转手。1995 年，
为盖新房子，我拆掉了
老房子。”孙华顺感慨
道，时代变化太快，
这一带或面临拆
迁 改 造 ，胡 同
到时候可能
会消失。

“洋街”一带曾有不少
以“里”命名的胡同
旧时，剥削阶级在这里
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

在封建社会，许昌的城市发展缓
慢。据明嘉靖《许州志》记载：“许州城
周围九里一百三十九步。”自嘉靖至
19 世纪末的 300 多年间，房屋、街市未
出城墙。据《许昌地区交通志》记载，
护城河之外，只有 4 间平房、长不足百
米的简易货运站台的许州火车站，很
快带动了周边的商业。饭店、旅馆、戏
园等应运而生，“洋街”（今大同街）一
带很快繁华起来。

“ 许 昌 城 内 的 道 路 一 般 用‘ 街 ’
‘巷’‘胡同’称呼和命名。”许昌人李太
和在《我所知道的许昌街巷文化》一文
中介绍，用“里”命名的道路，一般出现
得较“街”“巷”晚。“里”是民国时期对南
洋华侨和我国南方人来许昌做生意时
集中寓居地方的称谓。孔家里、太康
里、慈航里等，都集中在“洋街”附近。

1906 年，京汉铁路通车，由车站
至南关新辟一条大街。京汉铁路许昌
段 共 辖 98 公 里 ，设 和 尚 桥、许 州、临
颍、郾城 4 个火车站。许州火车站是
一个客、货运输的头等站，全站房舍
21 间 、风 雨 棚 一 座 。 此 后 的 十 几 年
间，官亭、苏桥、小商桥、孟庙陆续改驿
为站。据不完全统计，许州境 8 个火
车站有铁路工人 800多名。

这里由于位置优越、客流量大，一
些外国资本家和商人来做生意，国民电
影院、华顺戏园、三星舞台等娱乐场所
应运而生。因这些东西比较洋气，故该
街名为“洋街”。烟花妓女、卖唱者觅地
而居，这里出现了升平里、太平里、孔家
里等胡同。“洋街”路北向东有升平里、
太康里、太平里、慈航里、樊家里，路南
向东有孔家里、王家坟、韩家弄堂。

“当年，我的祖母在这里搭建起棚
子，让一家人有了安身之处。”60 多岁
的李文福从小生活在“洋街”。他曾凭
记忆手绘了一张当年的街道分布图。
据其介绍，随着各种店铺的增加，“洋
街”向东延伸至南关，成了主街。北面
临近护城河有了住户和以做铁器、膏
药为主的店铺。“洋街”出现了有字号
的店铺，如周口马家开设的“马玉顺清
真糕点铺”，产品远销南阳。外国人发

明的汽灯也开始出现在街头店铺。
后来，由于日军入侵，国民党发动

内战，外资商业机构逐渐撤出
许昌，民族商业趋向凋敝。

如今，随着城市改造，
大同街一带的胡同几乎

消失了，留下清洁巷、
大同北巷等。清洁

巷因新中国成立
初期建有一家

浴 池 而 得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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