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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广场的时代记忆（二）

留存心中的“春秋”记忆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每个人对自己的时代都
会满怀深情的眷恋。20多年来，春秋广场已经成了许昌市民
热度极高的地标词汇。

其实，在不少许昌人的心中，还有着很多“春秋”记忆，就
让我们以春秋广场为原点，寻找那些永远留存的光阴故事。

□ 记者张铮

3 月 2 日，记者来到春秋广场，
与春秋广场一路相隔的是春秋楼，
春秋广场也因此得名。“提起‘春秋’
这个词，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春秋楼，
这是许昌的文化名片。”准备去春秋
楼景区参观的市民王蓓蓓说，现在
景区扫码免票，她就再次来到春秋
楼，感受许昌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

春秋楼景区坐落在许昌市文庙
前街中段，是三国名将关羽入许时
秉烛达旦读《春秋》的地方，因此又
名“关宅”“大节亭”“武安王庙”，是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3A 级旅
游景区，早在清代就是“许州十景”
之一，2014 年被评为新“许昌十景”
之一。

春秋楼古建筑群始建于元代至
元八年（公元 1271 年），曾经元、明、
清多次修葺，但始终沿袭“一宅分两
院”的基本格局。据史料记载，原来
的外院有山门、钟鼓楼、春秋楼、中
殿、后殿；内院有关帝三代祠、昭烈
皇后祠、问安亭和部分配套建筑，占
地面积约 13340 多平方米，后毁于
战火，只残留春秋楼。

1995 年至 1997 年，我市在原址
上对春秋楼进行了整体修复，投资
1500 万元，保持了“两院英风”的格
局。这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气势
恢宏、大气磅礴，多年以来，一直是
广大市民心目中不可撼动的“许昌
地标”和“文化名片”。

“春秋大剧院是许昌当时设施
最好的电影院。”说起春秋大剧院，
已经 60 岁的刘秀军打开了记忆的

“匣子”，讲起了自己和春秋大剧院
的故事。

刘秀军说，那时候的春秋大剧
院由于位于繁华路段，而且设施比
较好，该剧院只要贴出海报，或者
用粉笔写出近期将播放什么电影，
售票处马上就会排起长队。

据了解，春秋大剧院原名大众
剧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属于
个人所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收为国有。大众剧院原来只是一
个草棚子，20 世纪 60 年代，原来的
草棚变成红瓦结构，座位升级为带
靠背的木质长凳，但为演员提供的
宿舍仍是草房。

20 世纪 70 年代，大众剧院改名

为地区影剧院；1985 年，市文化局
对大众剧院剧场部分进行改建，升
高舞台，装上吊杆，扩大后台的化
妆间，观众席也增加为两层……重
建 后 ，大 众 剧 院 改 名 为 春 秋 大 剧
院。从“大众”到“春秋”，剧院历时
大半个世纪，当时在河南属设备齐
全、条件好、影响范围大的影剧院。

采访中，提起春秋大剧院，不
少人都有着很多美好的记忆。20
世纪 90 年代，春秋大剧院各类演出
红火，曾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是
市民娱乐的重要去处，多次接待国
家级一流团体演出，赵本山、刘晓
庆、韦唯等都在此进行过演出。

2013 年，春秋大剧院被彻底拆
除，这里不仅记录了许昌老电影院
的沧海桑田与辉煌岁月，也记录了
老许昌人的美好时光。

说 起 灯 塔 ，那 可 是 不 少“ 老 许
昌”心中的地标记忆。

“以前南城门前有一座灯塔，灯
塔旁边有南悟真照相馆、灯塔饭店、
大众剧院（春秋大剧院）……”3 月 3
日，在春秋广场上，“老许昌”张国安
告诉记者，他小时候，这里有一座木
塔，是用柏木、松木相互交叉支撑，
四面安装有彩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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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护城河上的南关桥还是
一座小石桥，大家来往都是从这个
小桥上通过。”张国安说，木塔准确

的修建年代已经无人能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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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灯塔这样一个地标建筑，
南关桥东北岸有一清真饭庄就叫

“灯塔饭店”，而且许昌生产的冰糕
也曾经用“灯塔”做商标。

A 文化记忆——春秋楼
早在清代就是“许州十景”之一

B
娱乐记忆——春秋大剧院
曾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C
地标记忆——灯塔
曾经是许昌市区最高的建筑物

春秋广场北部的文庙前街是一
条 非 常 古 老 的 街 道 ，可 追 溯 至 元
代。《许昌市地名志·征求意见稿》第
九 册 记 载 ，元 至 元 十 年（公 元 1273
年），许昌文庙迁于此，次年在文庙
东侧建立州学。

文庙又称黉学，因此这条街最
初被命名为黉学街。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才更名为文庙前街。

出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李季
安老人，著有《忆民国时期的许昌县
城》一文。他在文中写道，民国时期
许昌城内有大小街道 28 条，街道命
名 可 归 纳 为 方 位 得 名 、建 筑 物 得
名、政府机构得名、树木花草得名、
池 塘 井 泉 得 名 以 及 姓 氏 命 名 几 大
类。许昌古城中因建筑物得名的街
道非常多，学巷街、奎楼街都是因此
得名。

许昌旧有文昌阁、奎星楼、文明
寺，以此命名的街道有奎楼街、聚奎
街、文昌街、文明街（今察院西街）、
文 会 街 等 ，皆 位 于 城 东 南 隅 ，寓 意

“紫微照临，奎星提斗，辅文会友，科
甲连绵，振兴许昌一代文风”。

清朝中期，奎楼街南端城墙
上建有奎楼。清末至民国年间，
街内多设粮店，是许昌古城的粮
食 集 散 市 场 。 也 就 是 说 ，在 旧
时，这里是为人“人生一世，吃穿

二字”提供“吃”字的“粮市”。
“该街有顺记、仁和兴、德太茂、

华丰厚、同庆恒、石福太、六合凭、祥
记等 30 余家粮行。这些粮行除收取
买卖双方的手续费外，还在过斗时
利 用‘ 出 九 进 十 一 ’的 办 法 进 行 盘
剥。他们贱价收买，高价出售，牟取
暴利。每到傍晚，各地车拉担挑的
粮贩、粮户齐集于此，人喊马嘶，一
片嘈杂之声。白天行里籴粜开市，
过斗者喝唱数量之声不绝于耳。故
中原地区流传有‘中原熟，奎楼兴’
的俗语。”李季安老人在《忆民国时
期的许昌县城》一文中记载。

民以食为天。伴随着粮市的兴
起 ，奎 楼 街 成 了 许 昌 的“小 吃 一 条
街”，但在古代，这里的小吃无非是
丸子汤、胡辣汤之类。

而今，这里的美食品种多样，不
仅有热豆腐、浆面条、炒凉粉、羊肉
汤等许昌各色小吃，而且有重庆火
锅、云南过桥米线等美食，就连来麦
当 劳 也 在 此“安 营 扎 寨 ”。 无 论 早
晚，市民都可来此一饱口福。

D
生活记忆——老街
这里老街聚集，是曾经的“粮市”

（（351351））

20世纪70年代许昌灯塔附近景观。 蔡玉琦 供图 春秋楼景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