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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时叫道德坊街

6 月 10 日午后，骄阳似火。记者沿许都
路向西穿过古香古色的东城门，开始追寻东
大街的“前世今生”。

进入东大街，记者看到路上车水马龙，两
侧是各类装修材料、五金百货门店，一派繁
华、祥和的景象。

作为许昌老城区的主干道之一，东大街
曾和南大街、北大街、西大街共同构成老城区
的交通要道。旧时，人们自东向西经过护城
河，进入东城门就到了东大街。

其实，东大街是一条有历史的街道。据
史料记载，东大街在明代称承恩街，清初为道
德坊街，原与西大街、南大街相交。清同治年
间取“中间天平，天下太平”之意，将道德坊街
西段改称天平街。

与东大街类似的还有北大街，其在明代
称道德街，清初为承恩坊街。清同治年间，取

“心怀安宁，安居乐业”之意，改承恩坊街南段
为安怀街。

翻开 1933 年版的《许昌县志》，我们可以
看到一张民国时期的许昌县城街巷图。彼
时，完整的城墙、护城河护佑着一方百姓。除
了城墙和护城河，许昌城还有四座高大的城
门。连接东城门与西城门的是一条笔直的道
路，自东向西分为东门大街、东大街、西大街、
西门大街。

“明清时期，许昌东城门外设有瓮门。”在
东大街居住的周宏德告诉记者，他今年 87 岁
了，他们家世代在东大街居住。原来东城门
上有石匾额，上书“东联江汉”；东瓮门则为

“阳和门”。
古时城门的命名，通常与城市定位、周边

环境、区域空间相联系，同时与中央政权统治
思想遥相呼应。因此，城门的名称具有丰富
的文化内涵，涵盖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等方面。

在一张拍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的黑白照片上，记者看到有一群戴着礼帽的
群众在东大街围观一则布告。拱形的城门上

“东大街”三个字清晰可见，旁边还摆放着一
架梯子。

街上居住者多为达官贵人

在周宏德的带领下，记者走进了东大街
东段北侧一胡同内的孔家院旧址。青砖灰瓦
的 老 房 子 废 弃 多 时 ，早 已 没 有 了 当 年 的 气
派。在老人的印象中，以前曾经住在这里的
徐立吾、孔绍周有权有势。

“徐立吾是民国时期许昌城有名的大绅
士。他主要是经营烟草、五金、百货，还当过
当时许昌商会的会长。”提起徐立吾，周宏德
打开了“话匣子”。然后，周宏德指着建安区
武装部家属院的位置，说：“这一大片原来都
是徐立吾的宅院。”

1933 年，北大学生贺仲莲回到许昌开展
革命活动，以其父贺升平之名，联合朱又廉、
周锦堂、徐立吾等创办了私立灞陵中学。

接着，周宏德又给记者讲起了葛公馆的
故事。

“葛公馆在东大街上，光房舍就有 100 多
间。”周宏德说，当年威震武林的曹振谱在许
昌教拳时，就住在葛公馆，其位置在今聚奎街
东侧不远处的一个胡同口附近。

相关资料显示，葛公馆建于清咸丰年间，
有房舍上百间，占地一顷。1950 年，这里的房
屋被卖出一部分，所得捐给国家，用于支援抗
美援朝。

如今，在市儿童医院旧址东侧还能看到
一处建于上百年前的老房子。这处老房子的
昔日主人姓王，曾与外国人合伙做煤油生意
发了家，在城中东大街、烟行街、西关等处购
置多处房产。后来，其家道中落，老房子被卖
并数易其主。在曹魏古城建设过程中，这处
老房子被保留下来。

其实，周宏德的讲述在李季安先生曾撰
写的一篇《忆民国时期的许昌县城》中得到了
印证。《忆民国时期的许昌县城》这样写道：

“东大街西段路北有商务会，商务会西面为许
昌头号绅士徐立吾的宅第，也是其迎送许昌
军政大员的处所。东大街东段路北有省商会
会长孔绍周的宅第；路南有 4 座插花大门楼，
房主葛新如曾经聘请河北振远镖局总镖头曹
振谱在此设立武馆。”

知名书店曾在东大街设分店

东 大 街 除 了 是 旧 时 官 绅 名 士 的 聚 居 地
外，还是一处“文化高地”。

20 世纪 30 年代，许昌出现了现代意义上
的书店。那时的书店都是自己印书自己发
行。

第一家来许昌开设分店的是上海商务印
书馆。这家分店最初设在东大街的马家胡同
里，连个门面都没有，主要经营中小学教科书
的批发和零售。

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店在南大街中
段设立门市部，售本版图书（出版社根据出版
规划确定出版的图书），兼售钢笔、墨水、练习
本、印台等西式文具。

商务印书馆许昌分店出售的本版图书颇
为齐全，如《万有文库》《四部丛刊》《大学丛
书》《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

《百科小丛书》和各种词典。
当时，小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商务版的《国

音学生字汇》，中学生几乎人手一册《模范英
汉字典》。

聚 奎 街 口 曾 是 许 昌 市 第 一 食 品 厂 所 在
地。市档案局的相关档案资料显示：1977 年，
许昌市第一食品厂改造糖果车间，引进新设
备，研制了新产品。1980 年以后，共生产 11 种
软糖、10 种硬糖、13 种高档糖果。如今，这里
早已成了商业房和家属院。

随 着 岁 月 的 流 逝 ，东 大 街 早 已 变 了 模
样。在如今市档案局收藏的多幅老照片中，
记者看到昔日的东大街并不宽敞，两侧是低
矮、破旧的瓦房。从东大派出所向东，路南一
带也是如此，街头电线凌乱，没有种植行道
树。居民家里种植的是桐树。而今，这里道
路两侧是楼房，金枝槐成了行道树。

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后，东大街上往日
的尘烟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发展、商
机无限的现代气息。

也许，这就是许昌，一座古城经历着现代
化蜕变，而我们身处时代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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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街：旧时官绅名士的聚居地

核心提示

对于很多许昌人来说，新的街巷散发出现代气息，而老街则印刻着
人文历史。

说到许昌人的记忆，东大街是始终无法绕开的话题。如今的东大街
车水马龙、商铺林立，是市区装饰材料门店比较集中的街道；而在民国时
期，东大街上住的大多是官绅名士。徐家院、孔家院、葛公馆等分布在这
条街道上。

让我们一起再次走上这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老街，去聆听它那布满年
轮的故事。

□ 记者张铮

20世纪90年代的东大街

20多年前东大街旁的建筑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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