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7日 星期二 编辑 赵欣 电话 4396827 E-mail：xccbbjb@163.com 许昌记忆44
许昌记忆·老街巷、老胡同系列（26）

核心提示

■ 南关大街旧称“南门外大街”，商业气息浓郁

■ 聚丰粮行诚信扬美名，“大人小孩儿都不坑” ■ 灯塔曾是许昌地标，老街两旁渐成“商圈”

“以前南城门前有一座灯塔。当
时的建设路还不叫建设路，是一条半
截路，不能直通莲花湾。灯塔旁边有
南 悟 真 照 相 馆 、灯 塔 饭 店 、大 众 剧 院

（春秋大剧院）……”当日，在护城河南
关桥上，70 多岁的市民刘振东望着南
城门前的位置陷入了回忆。他说，最
早这里有一座木塔，用柏木、松木相互
交叉支撑，四面安装有彩灯。由于塔
身高大，人们即使站在南大街北端的
大十字街也能清晰地看见。

木塔准确的修建年代已经无人说
得清楚。让老许昌人记忆深刻的灯塔
稍晚于木塔，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许
昌人在其原址上修建的。这座灯塔为
四方形，塔身四面均有毛主席语录，顶
部有三面红旗。这座灯塔还率先使用
了“水磨石”，塔身周围设置有灯槽，到
了晚上开灯时灯光会照射到毛主席语
录上面，很醒目。灯塔成了那个年代
人们心中的一处地标性建筑。

南 大 街 是 旧 时 许 昌 最 繁 华 的 街
道，在南大街商业的辐射下，灯塔下形
成市场，后来南关桥附近还出现了夜
市。改革开放后，南关桥上的美食让
不少许昌人大饱口福。随着城市框架

的不断拉大，南关大街逐渐热闹起来。
七一路旧时被称为土城街，南关

大街和七一路交叉口被“老许昌”称为
“岗楼”，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许昌的
商业中心，附近分布着人民商场、七一
百货大楼等大型商场，一度是许昌人
购物的首选之地。七一百货大楼东南
方，与其仅一路之隔的是人民商场（今
为胖东来电器）；西北方约 1 公里处，又
有许昌百货大楼（今为胖东来大众服
饰）。3家商场形成了“南关商圈”。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南关大街接
连开设了大兴斋商场、天都商厦、东亚
商城及芙蓉轻纺城等商场。如今许昌
人爱逛的胖东来生活广场，就是芙蓉
轻纺城所在地。

今日的南关大街，商场、超市、酒
店云集，出售服装、通信器材、特色美
食的店铺林立，浓郁的商业气息延续
着许昌人的“繁华记忆”。

从曹魏古城南城门向南走，就来到了南关大街。
这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两旁有大型商场、超市，
出售服装、美食的店铺鳞次栉比。

南关大街的繁荣并非一朝一夕。与南关大街相连
的南大街是旧时许昌最繁华的街道，杂货店、百货店云
集，诞生了一大批“许昌老字号”。南大街南端是南城
门，南城门外除了南关大街，还有土城街、胜利街等街
道连通火车站，这一区域数年来一直是许昌的商业中
心。 □ 记者毛迎

12 月 5 日，天气晴朗，冬日的暖阳
照射在曹魏古城南城门上，高大巍峨的
建筑被阳光镀上了一层温暖的色调。
几名游客正在南城门前拍照留念。“许
昌是汉魏故都，据说很早就有城墙和城
门了”“这护城河也有些年头了”……他
们将美景收入镜头的同时，还在热烈地
讨论着许昌的历史。

1912 年，许州改为许昌县。据志
书记载，许昌县的城墙在明万历年间被
砌为砖墙，清道光年间整修过一次。“城
墙周长为 9.5 华里，高约 3.5 丈，宽约 1.5
丈，其纵剖面为梯形。”许昌人李季安在
其所写的《忆民国时期的许昌县城》中
回忆道，旧时的许昌城有四座城门，位
于南关大街与建设路交会处附近的南
城门匾额上写着“南望衡湘”。

因为南关大街正对着许昌城的南
城门，旧时被形象地称为南门外大街。
在李季安的记忆中，民国时期许昌南门
外大街南端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叫
土城街（今七一路）。土城街西头是火
车站。火车站前面是票房街。土城街
西段的南边是校场街，北边是大同街和

顺河街。大同街以北，向东有升平里、
太康里、太平里、慈航街、樊家里等；大
同街以南，向东有孔家里、王家坟、韩家
弄堂等。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许昌县城南
关大街以西有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销
售洋油、洋火、洋布等诸多洋货。当地
百姓称之为“洋街”。“这条街上秦楼楚
馆林立，饭庄、酒店、茶社、旅馆遍布，悠
闲的富豪们在这里过着灯红酒绿、纸醉
金迷的生活……”李季安在《忆民国时
期的许昌县城》中这样描述“洋街”。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许昌县城不
得不再开通两座新城门。1929 年先在
察院的南面开通了东南门，其方位大致
与北门对应。由于城内东南隅原住有
不少农户，他们的耕地都在城外东南
部，所以这座新门就成为他们早出晚归
的捷径。1933 年又开辟了西南门，从
而把城内最繁华的南大街、西大街、城
隍 庙 市 场 跟 城 外 的 火 车 站 连 接 起 来
了。由于人、车流量很大，沿街的店铺、
饭馆、戏院也应运而生，所以这一带很
快就更加繁华了。

▲ 20世纪70
年代的许昌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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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多岁的李太和是土生土长的许
昌人，对许昌老城街巷文化及老字号店
铺颇有研究。他撰写的《聚丰粮行》被

《许昌文史资料》刊发。聚丰粮行以“诚
信”闻名，与今日所提倡的诚信精神不
谋而合。文中称，民国时期的老字号聚
丰粮行就位于南关大街路东，后来的

“望月楼”宾馆处，民国 21 年由丁庄乡
裴山庙村人万拴群创建。

万拴群是个知书达礼的文化人，做
事情讲究“以古为典”“以古为荣”“有仁
有义”。该粮行门面房有 3 间，后面有
东屋 4 间、北屋 4 间，作为粮库和伙房。
该粮行有 5 人，万拴群为掌柜，陈清波

（长村张乡大路陈村人）为账房先生，还
有 3 名伙计，分别做过斗、收卖粮等活
计。该粮行的门面上方挂着约两米长
的一块匾额，匾额上刻画着自东汉以来
各个朝代的升容。从匾额上的文字和
画图可以看出，从古到今，升的容量越
来越大。万拴群挂这块匾额的目的在
于祝福自己的生意也像升的容量那样，
越来越大。

万拴群的粮行用的是“官斗”。买
卖粮食时，自己的伙计边过斗边唱，过
一斗，唱一斗，唱斗的人必须嗓音圆润，
唱时也得押韵合辙。在买进粮食时，一

是一，二是二，从不欺骗他人。在卖出
粮食时，一般人来买一斗粮食，他总是
给一斗零半合（gě）；如果是老人和孩
子来买一斗粮食，他总是给一斗零一
合。因此，当时流传着“粮行之中有聚
丰，大人小孩儿都不坑”的民谣。

聚丰粮行开业几年后，就把土城街
一家大斗进小斗出的粮行挤垮了。这
家粮行的邹掌柜对万拴群怀恨在心。
民国 32 年，国民党的一支部队来到许
昌，邹掌柜买通了旅长，以“通匪”的罪
名把万拴群抓了起来。宣判场地设在
党部街（今文庙后街）路北。宣判那天，
亡命旗都插在了万拴群的脖子上，那位
旅长听到人声鼎沸，出来一看，黑压压
的满街都是跪着的人，他们都是来保万
拴群的。众口一词地说万掌柜是个好
人，那位旅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来
保一个小小的生意人，随即命人把万拴
群提了出来，当众释放。

万拴群被释放后，聚丰粮行关门停
业。万拴群认为他的命是众人在农历
二月十四这天保出来的，为不忘众人保
命之恩，遂把自己的生日改在农历二月
十四。

在大力倡导诚信的今天，聚丰粮行
诚信经营的故事让人感触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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