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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深三度 5岁月留名◀西 东▶

沧桑兴替的行业故事沧桑兴替的行业故事记记录录

车辆在不算宽阔的路面上缓慢前行，街道两侧商店林
立……11月18日，74岁的李红彬站在大同街的道牙上静静
地看着街景，思绪飘回50多年前。

李红彬是建安区陈曹乡人，两年前来到位于大同街的儿
子家生活。“20世纪60年代，我曾跟着家人到大同街上的戏院
听‘曲剧皇后’张新芳唱曲剧《陈三两》。”李红彬说，“戏院是
用秸秆搭成的，大约能坐200人。”

史料记载，大同街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出现戏院。1904年，
京汉铁路建成通车。当时，许昌火车站对面的一条街因区位优
势明显，吸引了外国资本家和商人前来经商。因为商店售卖的
东西比较新潮，这条街得名“洋街”，即如今的大同街。

“国民电影院、华顺戏园、三星舞台、聚乐轩书场等应运
而生……三四十年代，秦楼、楚馆林立，饭庄、酒楼、茶社、旅
馆遍布……”李季安在《忆民国时期的许昌县城》一文中这样
描述“洋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孙中山先生倡导“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洋街”被命名为大同街。1990年编纂的《许昌市
地名志》记载，1965年，大同街铺设渣油路面，两侧多为旧式
砖瓦房。

如今，四五米宽、约1000米长的大同街两侧分布着美容
美发店、旅馆、饭庄等店铺，虽然已不是许昌的购物中心，但
对于“老许昌”来说仍然有巨大的吸引力。这里是他们的情
感交织之地，镌刻着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记忆。

【大同街】
曾是饭庄、酒楼、旅馆等林立的“洋街”

从文化路穿过建安大道，顺着清虚街走不远就到了机房街。清虚街与机房街交会处，一块
一人多高的太行石耸立，“机房美食街”五个红色大字引人注目。往前走，热干面店、烧烤店、海
鲜店映入眼帘。由于曹魏古城项目建设需要，机房街北侧被一道墙围了起来。看着眼前的街
道，人们很难将它与“纺织”“机房”等字眼联系起来。

机房街的老住户回忆，半个多世纪前，机房街地处城区北部，比较偏僻，住户大多是平民百
姓，以下苦力为生。因此，当时有“机房街，打饥荒”的说法。

李季安在《忆民国时期的许昌县城》一文中这样描述：“机房街是一条手工织机作坊集中的
街道。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织业鼎盛。街上的住户多以织布、织带为业，昼夜操作不停，有‘机
声轧轧响北城’的说法。”

新中国成立前，许昌织户用的是老式织布机，虽然非常费劲儿，但收益不错。20世纪50年
代，国家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许昌织户响应国家号召先后成立棉织组、棉织社，这些组
织最终演变为国营性质的许昌市棉织厂。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机房街上的许昌市棉织厂上班。”84岁的邹全振说，当时，许昌市棉
织厂规模很大，工人超过1000名。

时光如梭，包括许昌市棉织厂在内的许多事物渐渐消失在时光的隧道里，而昔日坑洼不平
的机房街也在一次次改造中焕发新光彩。如今，按照“一街一特色”的原则，机房街被发展成为
美食特色街。按照《曹魏古城中轴街区改造规划》，机房街位于四大旅游文化板块中的铜雀花苑
板块。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机房街会以更加亮丽的面貌与大家见面。

【机房街】因织布作坊集中而得名

11月18日17时30分许，华灯初上，学生流遭遇下班高峰，再加上
便民服务点做买卖的声音，文化路显得嘈杂而拥挤。文化路附近分布
着多所学校，如许昌高中、建安区一高、市一中、市健康路小学等，许昌
学院西校区也曾坐落在这里。65岁的市民王金河骑车带着孙女在文
化路上缓缓前行。

“每天都是这样，我都习惯了。”王金河是土生土长的许昌人，见证
了文化路从一条偏僻小路变成繁华商业街的历程。

半个多世纪前，文化路只是一条田间小道，连接村庄和田地。“起
初，这条路并不和城区相连，南端仅到护城河。”王金河说。

王金河介绍，他听父辈说，民国时期，许昌几经战火，城墙被夷为
平地，后在原址上重新垒起。城墙外有护城河环绕，清虚街与文化路
被护城河隔断。有一年，一支国民党部队在城内西北角筑起碉堡，并
将清虚街北端的城墙扒开一个口，在护城河上修建了一座木桥。这
样，文化路才和清虚街连通。不过，木桥很窄，仅能通过一辆架子车。
木桥两侧有坡，行人通过须格外小心，一旦发生拥堵，就有可能被挤到
河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苏联的城市建
设模式，对城市进行区域规划，将性质接近的单位集中
在一起，形成特定功能区。1954年前后，文化路一带被
规划为文教区。随后，市一中、许昌高中、许昌师范学校
等相继建成。与清虚街连通后，文化路被拓宽并铺上沥
青。

【文化路】田间小道成文化机构聚集地在市区众多
街道中，有以方位
命名的，有以三国
典故命名的，还有
以行业命名的，如
机房街、“洋街”
（今大同街）、文化
路等。这些并不
宽阔的街道犹如
一本本厚重的书，
无声地讲述许昌
的历史。如今，这
些街道原本的行
业早已不复存在，
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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