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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踪老地名——
地名里的常州

网友youhee：
进了朝京门就算进了城了。我

们祖上，就是由朝京门进的城。豆
木钱典四大行业，过去我们家是靠
典当行起家的。之后，三代人兢兢
业业经商，不敢忘了来处。我们祖
上，其他支脉的族人，有的走了治学
的道路，出过进士，教授，院士；有的
学医，悬壶济世；有的走了仕途，造
福一方。

在西直街附近，有一块“江湖汇
秀”碑，希望能把老物件保留好，也
让后人明白：长江，太湖，运河的唯
一交集点就在常州。

网友夏日月光中的李悦心：
西直街的锁桥湾，一个遥远而

温馨的地方，承载着我童年的美好
回忆。

小时候，我家住在西直街，每天
回家都要经过一个大杂院，再走进
一个小院。小院里有五户人家，楼
下两户，楼上三户。我们家住在楼
上最东边，前后两间房。房屋是木
结构的，二楼的阳台是通的。夏天，
三家人在阳台的木地板上各铺张凉
席，大人们聊着家常，孩子们则窜来
窜去，热闹非凡。

锁桥湾的桥边有个早餐店，卖
麻糕、油条等。店里有个大婶，眼皮
总是用一条胶布粘贴后往上提拉，
可能是有什么病。那时，我不上幼
儿园，买了早餐后边吃边玩，走向妈
妈单位。

妈妈的单位在二楼，木地板上
有洞洞眼，我会把筷子塞进洞洞眼，
然后听见楼下的工人们喊：“刘会
计，你家黑丫头又干坏事啦！”或者
把楼梯的扶手当滑滑梯，不亦乐乎
地一次次滑下。

妈妈食堂里有个胖公公，很喜
欢我，总是笑眯眯地喊我：“黑黑，帮
我去街上打个酱油，买点盐、醋……”
然后我屁颠屁颠地迈着小短腿跑街
上去。每次买东西多出来的零钱，胖
公公总会“赏赐”给我买糖吃。

后来，我们搬离了西直街，但小
时候锁桥湾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

“豆市河曾经有过它的热闹和
繁华，也有过我幸福无忧的童年。
虽然那里早已旧貌换新颜，但只要
一闭上眼，老屋的影子仍会浮现到
我的眼前。那叽叽嘎嘎好听的摇
橹声，也仿佛就在我的耳边……”
73岁的薛宝松从小生活在西直街
豆市河锁桥附近，上世纪九十年
代，因拆迁搬离了西直街。

除了老常州人都知道的锁桥，
他认为这里曾经的永宁寺也值得
一提。该寺处在锁桥南堍，始建于
唐朝，民国初年被毁。1913年，实
业家奚九如在这里办起了厚生制
造机器厂，是常州地区第一家机械
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常柴就是在
它的基础上扩建的，是常州机械制
造业的基地。

这边的锁桥湾还曾是常州人的
文化乐园，附近的人民剧院和新华电

影院，给常州人民带去过很多乐趣。
后来，人民剧院和新华电影院被拆
除，原址上建起了亚细亚影城。

薛宝松曾专门回到西直街探
访，发现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
化。“那里的夏家大院经过修缮后
恢复了旧有的风貌，老豆市河附近
的一些老房子也变成了高大上的
居民楼。”

近日，《三堡街-西直街历史
地段西直街片区保护规划》公布。
根据规划，我市将对西直街片区进
行合理有序的保护更新，保护传承
因河而生、因河而兴的“枕河人家”
空间格局及江南水乡的传统生活
方式，激发大运河沿岸的活力，实
现“镌刻市井烟火，续写运河风华”
的规划目标。

“下次再来，希望能再次看到
一个不一样的西直街！”薛宝松说。

“进了朝京门，就算进了常州城了”，
以前城西的居民进城时，喜欢这么说上
一句。老的朝京门位于西直街东段，而
西直街曾是常州的繁华之地，店家云
集。如今，鳞次栉比的老屋仍在，但早已
被风雨腐蚀褪下明丽的色彩。

近日，西直街片区保护规划的公布，
让这里再次成为市民热议的焦点，人们
期待着那剥落在墙上的老时光被重新拾
起，变成靓丽的新风景。

“别看现在这里大多是破旧的老房子，但
在以前，西直街可是常州老西门的繁华地带，
豆木钱典四大行大多集中在这里。”今年82
岁的蒋浩兴是西直街老居民，他生于斯长于
斯，对老街上的事情了如指掌。

在他的带领下，记者于近日探访了这条
最近很火的西直街老街。老街在京杭大运河
北岸，对面就是三堡街。走在这条老街，仿佛
穿越回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时光似
乎停滞不前，斑驳的外墙、坑坑洼洼的水泥
路、杂乱的电线，沿街晾晒的腊肉，都让这里
充满人间烟火气和年味感。

蒋浩兴告诉记者，在老一辈常州人心中，
西直街指的是老的朝京门（今毗陵驿附近）以
西，一直到老的西圈门一带，长度一千多米。“以
前，西直街，又被叫作西门直街。”

关于西直街的地名的由来，据《毓秀钟楼地
名考》考证：街名来自于老西门（朝京门）直街。

西直街的地名究竟喊了多少年了？蒋浩
兴老人说：“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个名字、叫着这
个名字长大的，这个地名至少上百年历史了。”

常州历史研究专家陈伟堂写过关于常州
老城厢的书籍，据他介绍，西直街在常州是一
个很知名的老地名，至少在清代就有了。“至
于具体出现于哪个时代，已经不可考了。”

历史上的西直街分为东、西
两段，东段为西吊桥至怀德桥；西
段为怀德桥至西圈门。西直街东
段，旧有朝京门（老西门）、大码
头、毗陵驿、篦箕巷（花市街）等常
州地标。

陈伟堂介绍，西圈门原来有
圈门建筑，以砖砌圆圈门而命名，
现已不存在。圈门是古老的建筑
物，如果说城门是官府防御设施，
圈门就是民间保安的工事，也是
地标建筑。

《毓秀钟楼地名考》说，民国
时期，常州城门外设有圈门，它们
是西门直街上的西圈门、东门直
街平桥处的东圈门，南门直街木
匠街上的南圈门和北门下街黄泥
坝口的北圈门。

目前，西圈门处已成了老旧

的居民房。
蒋浩兴介绍，西直街西圈门

附近，沿运河岸边，旧时是木船拉
纤的纤夫走的“纤道”的尽头。来
往运河船只在此收纤和上纤，纤
夫们手执纤板，奋力拉纤。西圈
门也是纤夫云集的市场。

“我小时候，西直街上店家
云集，做各种买卖的都有。”蒋浩
兴现在还记得西直街过往的繁
华。

“街东边有伞店、药店、秤店、
烟杂店、土杂店、桐油店、麻绳店、
篷帆店、竹篙店、铁匠店等店家，
而街西则为杂品店、绸布店、碾
坊、油坊、混堂、书场、饭店、茶馆
等店家。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雅
泉浴室老房子还在，但已经不营
业了。”

关于西直街的记忆，
他们这样说—

西直街西直街：：从老时光到新风景

期待蝶变：如今，这里已经开始变化

旧时繁华：曾经店家云集，是老西门的经济命脉
地名由来：和朝京门有

关，是常州知名老街

■本报记者 吕洪涛 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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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直街上的老房子

西直街新的朝京门

西直街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