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

（20）

当时的南大街到底有多热闹呢？
丁爱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整条街人山人海，每个人脸上都
是挂着笑容，小孩子坐在大人的肩膀
上，看社火表演。”丁爱民说。

得益于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的好政
策，20世纪 80年代初期，个体户逐渐多
了起来，工艺美术行业在许昌逐渐兴
起，南大街成了市区工艺美术店铺最
集中的街道。全长不过 1000米的南大
街，由于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成为我
市工艺美术店铺的聚集地，最多时有
150多家，原本狭窄的街道更加拥挤。

2016 年，曹魏古城拉开了建设序

幕。之后，南大街每天都在发生着改
变。错落有致、绵延不绝的仿古连廊，
巍峨挺拔、高高耸立的骑楼，趣味盎然
的 雕 塑 小 品 ，古 色 古 香 的 地 砖 ……
2018年，曹魏古城南大街开街，古老的
南大街实现完美蝶变，以浓郁的曹魏
风情展示着许昌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化。

“如今的南大街，古老又时尚，洋
溢着浓浓的曹魏风情，迎接着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老照片记录的场景，
深深藏在许昌人心中。”丁爱民道。

如今，初冬的早上，行走在鹿鸣湖
畔，微风轻抚脸颊；跑道上奔跑者步履

匆匆，篮球场上激荡着青春的朝气，偌
大的湖面上，几只野鸭你追我赶……

在许昌城市中轴线上，3300 亩的
中央公园是“水的世界，树的海洋，花
的故乡，鸟的天堂”。从清潩河到饮马
河，从双龙湖到芙蓉湖、鹿鸣湖，从中
央公园到北海公园……过去的“许脏”
变得风景如画。

许昌的城市宜居度、居民获得感
等 4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实现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三连冠”，蝉联“河南最宜
居城市”等称号，变化有目共睹。

丁爱民说想拍摄出好的作品，首
先要对这座城市有深入了解和情感共

鸣。“要拍到一张好的照片，需要合适
的时机、合适的光线以及构图。”他说，

“拍摄者要与被拍摄者建立情感联系，
才能让照片更加生动、有温度。”

谈到未来时，丁爱民表示将继续
用镜头记录下许昌的发展历程。“我对
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会继续
拍摄下去。”他说，“我正在编纂《许昌
记忆》画册，从我拍摄的十几万张照片
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通
过我的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许昌、热
爱许昌。”

“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好的照
片，光影是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11
月 5 日，摄影师丁爱民一边寻找老照
片，一边讲述自己对摄影的理解。

从 20 世 纪 70 年 代 开 始 ，丁 爱 民
用镜头记录许昌这座城市的变迁，一
拍就是几十年。他的作品涵盖了许昌
各个时期的建筑、街道、公园以及市
民的生活状态。在他的镜头下，我们
可以看到许昌市从一座小城逐渐发
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过程。

“我见证了许昌的巨大变化。”丁
爱民感慨地说，城市不断更新，火车
站记录了时光流逝，也承载着一座城

市的记忆。
“这 张 照 片 拍 摄 于 20 世 纪 90 年

代，画面中呈现的便是当时的许昌火
车 站 。我 还 记 得 以 前 这 里 还 没 有 广
场，比较拥挤。”丁爱民边说边拿起一
张照片介绍。

在这张泛黄的照片上，行色匆匆
的人很多，多数人都是步行或骑自行
车，少有汽车行驶的马路显得格外宽
敞。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宽敞又干净，
照片右下角的空地上，建筑工人们正
在紧张施工。火车站的楼顶上还挂着

“飞毛腿三轮农用车”的广告，一路之
隔的许昌国营汽车站上方，最显眼的

是宝丰酒和许昌纺织厂的广告。
而这张照片左下角记录的“豪华

车队祝贺郑许高速公路胜利开通”白
色条幅，如今看来意义非凡。

1995 年 ，郑 许 高 速 公 路 开 工 建
设 。“ 原 来 的 107 国 道 非 常 拥 挤 ，货
运、客运只有这一条路，路况不好，公
交车单趟就需 3 个多小时。”从事交
通运输几十年的司机张先生，如今对
1995 年郑许高速公路建设印象深刻。

“ 再 看 看 现 在 的 许 昌 ，有 5 座 高
铁站。‘早上喝胡辣汤，中午吃重庆火
锅’变成现实。”丁爱民说。

如今，在全国、全省统一布局中，

许 昌 的 区 位 优 势 、交 通 优 势 日 益 凸
显。以京港澳、盐洛、兰南等 6 条高速
公路为支撑的“米”字形高速公路网
初步形成，实现了各县（市、区）10 分
钟上高速公路的目标；京广、孟平、三
洋 等 3 条 国 家 干 线 客 货 运 铁 路 穿 境
而过，郑许市域铁路即将运行通车；
郑万高铁、郑合高铁与京广高铁在许
昌 形 成“ 川 ”字 形 高 铁 布 局 ，使 许 昌

“搭上”高铁快车。几十年来，许昌的
铁路里程不断增加，列车时速不断加
快。许昌，也从一个以窄轨铁路闻名
国内的交通要地，变身成在“米”字形
高铁网中举足轻重的交通枢纽。

如果说火车站的变迁，见证了许
昌多年来交通的发展变化，那南大街
见证的就是许昌城市的巨大变迁，最
能勾起许昌人的记忆。

“年轻人，你看看这张照片，能认
出来这是哪里吗？”11月 7日，在曹魏古
城，丁爱民手拿画册，翻出一张黑白照
片，与年轻人交谈。“这张照片拍摄于
1977 年，拍摄的就是咱们脚下的曹魏
古城，许昌人口中的‘南大街’，你看看
40多年的变化，是不是很大？”

一条街道，是一座城市的缩影，见

证了城市的发展变迁。一条街道，是一
个时代的印迹，承载着人们的记忆和
情感。南大街对于土生土长的许昌人
来说，印象复杂，是最能勾起人们温暖
记忆的老街。

南大街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清代
中期。据 1990年出版的《许昌市地名志
征求意见稿（第二册）》记载：明嘉靖

《许州志》记载称“阜民街”，清乾隆《许
州志》记载称“阜民坊街”。后来，人们
按照其方位处于老城区中心大十字街
之南，又是古老大街，便将其改称“南

大街”。1940年，为纪念孙中山，南大街
曾改为“中山街”，1942 年复称“南大
街”；1966年，被改名为“革命路”，1968
年又复称“南大街”。

1904年，京汉铁路正式开通。地处
中原腹地的许昌商业渐渐繁荣起来。

《许昌县志》记载：“许昌濒临平汉铁
路，馆毂南北……富商大贾，穈集于
兹，懋迁转运，日以发达，居然一小商
埠规模也。”南大街作为许昌城内最为
繁华的地段，有金店银楼、杂货店、京
货布匹店、鞋帽店、颜料店、茶庄、书

店、中西药房、照相馆等，堪称许昌人
的“购物天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许昌的城郭
不大，庆祝活动一般集中在城内的南
大街和西大街等区域，张灯结彩，特色
灯笼高高悬挂，让人流连忘返。

“那是 1977年的春节，城区周边各
村组织文艺演出队伍，扛旗挑灯，舞龙
舞狮，从街头到街尾都是人，热闹极
了。我就是那时候爬到大十字街东北
角果品商店的楼上，伸出相机拍下这
张照片。”丁爱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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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今昔：一条老街，串起繁华记忆

用镜头追赶发展的脚步●
数读成绩

车站旧影：一个车站，承载发展历史

家园蝶变：一张照片，见证城市变迁

一张老照片，记录一

座城市的历史变迁。

11月 5日，在市区毓

秀路旁的一条小巷里，阳

光洒在随风而动的落叶

上，街头巷尾中隐藏着一

位城市摄影师——丁爱

民。他的工作室就在这条

充满历史气息的小巷里。

推开门，走上街头，他就可

以时刻捕捉到这座城市最

真实的影像。

“我生活在许昌多年，

我对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

感情。”丁爱民说，“我喜欢

用镜头记录这座城市的点

点滴滴，它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处风景都让我着迷。”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三连冠”，蝉联“河南最

宜居城市”称号，居民获

得感指数、居民幸福感指

数均居全省前三位，“15

分钟民生服务圈”更加完

善……许昌这座古城沐浴

着新时代的春风，彰显出

非凡的“颜值”和“气质”，

在这 4979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每一天都在奔跑，每

一天都在更新，每一天都

在绽放，每一天都在蝶变。

近年来，许昌市先后荣获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国家
卫生城市”“全国水生
态文明城市”“国家森
林城市”“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等称号。

许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达 36.75%，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 16.07平方

米，形成了以 110公里环

城河道、5个城市湖泊、4
片滨水林海为主体的“五
湖四海畔三川、两环一水
润莲城”的水系格局。

“米”字形高速公路网
初步形成，全市高速公路

通 车 总 里 程 281.3 公
里，实现了各县（市、区）

10分钟上高速公路的目

标；“川”字形高铁时代
已开启，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
增强。

1977 年春节南大街的热闹场景
丁爱民 摄

丁爱民介绍自己拍摄照片的经历

1977 年的建设路立交桥附近
丁爱民 摄

20 世纪 90 年代的许昌火车站
丁爱民 摄

曹魏古城灯光秀

城市美景引来
市民打卡拍照

许扶运河沧海亭景观

市民在鹿鸣湖划龙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