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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走过很多路、去过很多城的你，有没有发现，我国不少城市都有以方
位命名的道路。在许昌，也有这样一条路——西大街。

在这里，许昌迎来了解放的曙光！1947年至1948年，解放军历经“六
进五出”的“拉锯战”解放许昌。其中，1947年年底，解放军从许昌西城门
打开突破口，攻入了许昌城。

西大街是一条老街，记载着人民当家做主的喜悦，也记载着我国发
展强大的每一个足迹。

□ 记者张铮

许昌记忆·老街巷、老胡同系列（9）

解放许昌从这里开始

7月 22日，西湖公园南门西北角的空地上
人来人往。谁曾想到，70 多年前，这里曾经发
生过血流成河的激战。

“1947 年 12 月，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完成
了平汉铁路长葛官亭寨至许昌大石桥段的破
击，许昌成了一座孤城。”市政协文史委原主
任、许昌市资深党史文史工作者陈书壮说，当
时我军并没有攻打许昌城的计划。

许昌地方党组织情报站提供情报说，许
昌城不仅是国民党重要的屯兵站，而且是一
处重要的军需物资补给基地。请示上级后，
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决定“搂草打兔子”，攻
打许昌城。

1947 年 12 月 14 日 23 时，解放军开始总
攻，南城门和西城门是主攻方向。突击南城
门的第八师二十二团经过 4 次爆破，将城门炸
开大半，打通了冲击的道路。一个连的战士
从护城河南岸冲到了南关桥上。就在这时，
南城门的国民党守军用燃烧弹引燃了预先停
在南关桥上的汽车。车上装满了汽油桶。随
着轰然的爆炸声，烈焰瞬间将冲锋的战士们
吞没，突击南城门失利。

“现在，希望放在西城门方向。”时任华东
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何以祥在《破铁路战
许昌》一文中回忆，西城门河上只有一座木
桥，这座桥遭到敌人破坏，只剩两根木梁，成
了只能单人通行的独木桥。通过独木桥，炸
开西城门，是攻克许昌的关键。

在第八师二十三团八连指导员、甲等战
斗英雄李华的指挥下，爆破组的战士们在 8 分
钟内实施 4 次爆破，最终将西城门炸开了一个
缺口。二班副班长王明杰带着吴之习、陈祖
德、宋玉华 3 人，冲上了城楼。4 人很快就占
领了城楼上的第一个堡垒。紧跟着，八连指

战员全部进入许昌城内，保证了后续部队能
源源不断地冲进许昌城。

华 东 野 战 军 第 三 纵 队 召 开 英 模 表 彰 大
会，命名第八师二十三团八连为“许昌连”，并
奖励“神速突击、顽强制胜”锦旗一面。王明
杰等 4 人威震敌胆，被誉为“许昌西门楼上的
四勇士”。

经过 13 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947 年 12 月
15 日 12 时，解放军登上许昌城东南角的文昌
阁，许昌全城解放。

这次战斗共击毙、俘虏敌官兵近 7000 人，
缴获各种火炮 70 多门、汽车近百辆，并缴获一
列装满弹药的火车，以及几座军用仓库和其
他大量军用物资。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
来电表示祝贺和慰问。

许昌饭店“昙花一现”

1936 年，西大街西段路北曾经有一座名
为“许昌饭店”大饭店，其规模、豪华程度为当
时的餐饮业之冠。

在当时，即便是许昌城有名的“万福楼”
“福庆楼”“又一春”“燕玉春”等饭店与“许昌
饭店”相比，也是黯然失色。

根据《许昌文史资料》记载，许昌饭店特
聘开封总督府“具仗”老师巴德山前来主管大
厨，料理传统的中餐高档宴席；然后又从上海
请来劳师傅主持西餐部。可以说，当时的许
昌饭店中西合璧，一开业就轰动的许昌城。

许昌饭店是 1936 年 3 月开业，开业以来，
每天都是顾客盈门，华宴常开，生意十分的火
爆。已故许昌名绅李季安曾在一篇回忆文章
中写道：许昌饭店的房舍是用重金租下的罗
公馆旧址，临街的为账房、仓库重地，仓库内
货集如山，成箱的洋酒、稀有燕窝、猴头、鱼
翅、海参应有尽有；前院改建为中西两厨，可
供 30 席的大小餐具成套上厨摆放，盘碗为清
一色的青花细瓷，特请精工巧匠刻上“许昌饭
店”字样；中庭、二进院分别为中餐部、西餐
部，设施高档；院中有水井一口、大水池内养
有鲤鱼 200多尾；三进院为中餐小吃部。

许昌饭店开业之初，西餐部确实红火了
一阵子。“开香槟”“吃洋菜”颇有几分号召力，
引起了人们的向往。但仅月余之后，西餐部
就门可罗雀，吃客们寥寥无几，支持了几个月
后就宣布西餐部停业。

不过，也就是一年的时间，许昌饭店由于
赊账太多，最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后只
得关门大吉。

第二印刷厂能印制磨砂烟盒

提起许昌市第二印刷厂，很多“老许昌”
都知道。当时，全国仅三家印刷厂能印制磨

砂烟盒，
市第二印刷厂位列其中。
其实，许昌市第二印刷厂的历史也是从

西大街开始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公私合营
之前，许昌主城区有三家用木板刻画印制春
联门神的商户，分别是位于安怀街北段的张
家，位于北大街、机房街交会处的岳家，位于
北大街中段的付家。

1961 年，城区的印刷厂主要有位于东大
街的地区印刷厂，业务以印制课本为主；西大
街印刷厂以印制中堂、门神、对联等为主。

1962 年，南关印刷厂、西大街印刷厂、许
昌市报社合并，形成市第二印刷厂，属于集体
经济，原厂址位于西大街的关帝新村小区。

1961 年，在父亲的介绍下，16 岁的付良民
到 西 大 街 印 刷 厂 当 学 徒 ，后 来 主 要 负 责 技
术。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和工人经过研究尝
试，找出了印制磨砂烟盒的方法。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市第二印刷厂印制
比较多的是各类酒标、月饼签。工人们加班
加点干活儿，有时纸上的油墨还没有干，商家
就在门口等着提货。

20 世纪 80 年代，市第二印刷厂购进一台
二手日本小森全张双色印刷机，当时属于全
省唯一的一台；之后，购进德国海德堡印刷机
等设备。

随着印刷设备的增加，市第二印刷厂的
主要印制业务开始转向印制烟盒、酒盒。

20 世纪 90 年代初，该厂研发出印制磨砂
烟盒的方法。当时，全国仅有三家印刷厂能
够印制磨砂烟盒，除了市第二印刷厂外，另外
两家分别在汕头和武汉。

印制磨砂烟盒的技术，不少印刷厂一时
难以攻关。曾有一位韩国商人找上门洽谈，
意欲合资办厂。

1994 年，市第二印刷厂从西大街搬迁至
东顺河街。1995 年，该厂准备印制价值 2000
万元的烟盒，并计划再购进设备，到当年年底
达到 5000 万元的产值，但随后面临改制，最终
未能实现。

因为多种原因，市第二印刷厂的集体企
业改制没能成功。1996 年以后，印制烟盒的
业务订单锐减，企业利润开始大幅度下滑。

古老而敝旧的街巷终将走进历史。但回
忆它们，就像一坛沉香，散发着草木的芬芳，
又似翻看老照片，泛着可亲的黄。

西大街：许昌最早迎来解放曙光的路

20世纪90年代的西大街。 资料图片

如今繁荣的西大街。记者 张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