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名·历史·文化
———诗意的路名、行走的文化、厚重的历史

张步东

路名（还有桥名等），街巷道路的名称，作为地名的组成部分，

它同样记录和反映着一个地方或城 市的历史，是人们赋予某一特

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路名的符号背 后

有很多个性化的特质，它往 往典型地反映并表现着一城一地，乃至

一国的历史发展、环境变 迁和文化特色。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

不仅是世 界上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 其路名文化底蕴之深厚

也非一般国家所能比拟。

路名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人为赋予的，这是一种历

德 存背代地名学的开拓者之一谭其骧先生曾 说：“地名是各个历史

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世 界和自我的辉煌；记录

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 迁与融合；记录了 自然

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 会等科学

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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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名具有巨大的无形资产

从文化学角度看，路名彰显一定时期的历史信息，对一个地域

的文化研究，具有极其 重 要的史 料价值；从地域形象学角度看，路

名也是一个地域整体形象重要的品牌形象识别元素，具有巨大的

无形资产。

常州是一座具有 2 5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就连街巷的命名

都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令人陶醉。如果走进常州的街巷稍作考

察，就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条小街小巷几乎都有一个令人津津乐

道、值得娓娓道来的传说、典故或民俗，或凝重，或充满 了诗情画

意。我们在常州行走，就是走在路名里，走在历史的印迹里。

常州历经 2 500 多年，自古到今积 累了多少的路名？随着城市

建设发展、旧城改造、新城扩建的加快，不断有大量的新路名涌现、

新记忆诞生，同时也不断有老路名消失，成为回忆。老常州人或对

常州的历史 稍有了 解的人们对消失的老路名特别留恋，其原因就

是因为这些路名联系着我们的生活和念想。

我们关注的是路名背 后的历史、人物，关注路名背 后的故事、

感情和传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把路名看做是真实而且珍

贵的文献资料，是鲜活而且广泛的文化符号。对于常州这样一个快

速发展中的城 市来说，很多悠久的、物质的东西都消失了，但是名

字还在。比方说 青果巷，今天的青 果巷，虽然跟古时的青 果巷完全

不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今天一走到中兴桥边，如果 想起《常州赋》

【清】所云：“入千 果之巷，桃梅杏李色 色俱陈。”我们的思绪就会回

到那个时代，就会想起千果交易的场面。

所以，如果我们把常州的地理、历史、文化风俗等比作厚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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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的话，那常州老路名就是构成这部百科全书的词条。我们

翻这些词条，实际上就是在看常州的历史和文化。

二、常州路名不仅体现历史遗存，而且彰显着文化传承

（一）路名与典故

浏览常州的路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路名的一

般特点，并 且常州路名的文化品位 之高，历史文化传统之 丰厚，在

国内也是有代表性的。

一是“篦箕巷”“文亨桥”。“一日，行到 陵驿地方，那天乍寒下

雪，泊在一个清净去处。贾政打发众人上岸投贴辞谢朋友，总说即刻

开船，都不敢劳动。船中只留一个小厮伺候，自己在船中写家书，先

要打发人起早到家。写到宝玉的事，便停笔。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

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

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问他是谁。

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才要还揖，迎面一看，不

是别人，却是宝玉。贾政吃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么？’那人只不

言语，似喜似悲。贾政又问道：‘你若是宝玉，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

里？’宝玉未及回音，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说

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这是《红楼

梦》中第 120 回中的原文，贾宝玉与父 亲贾政在毗陵驿见最后一面

的描述，这说明常州的“文亨穿月”“毗梁灯火”在当时的“知名度”，

在作者头脑中的位置，而毗陵驿就坐落在常州的篦箕巷。

由于篦箕巷古时候一到晚上家家店 里挂着宫灯，个 个工场悬

着照灯，常常彻夜不灭。篦箕巷古时又称花市街。晶莹闪闪的灯彩

映在运河水里，与岸边船上。灯火 相映交辉，站在文亨桥上远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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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宛如金色游龙，一片锦绣迷人的景象。

以后 花市街又被改为篦箕巷。这里有一段与乾隆皇帝下江南

有关的故事。据说，乾隆南巡时，一路微服私访，在常州邀请了博学

鸿词的刘纶一起逛花市街。只见小街店铺一家连一家，差不多家家

都是梳篦店，而宫花也是放在梳篦店里卖的。许多挑夫挑着一筐筐

的木梳往梳篦店里送，乾隆有些不解，刘纶 急忙解释：“挑夫的木梳

是从常州木梳街批来的，花市街上的梳篦店实则是篦箕店。”乾隆

听了，觉得很纳闷，信口说道：“哦，南门木梳街上专做木梳，西门花

市街专做篦箕。那么，这里就不应该叫花市街，应该叫‘篦箕巷’。”

刘纶连忙附和说：“万岁明鉴！”谁知“万岁”一出口，就被旁边的捕

快听去 了。不一会儿，阳湖县令领着众人，敲锣打鼓直奔大码头迎

驾，乾隆和刘纶却早已登舟离去。县官为讨皇上喜欢，便立即下令，

贴出告示:“奉圣谕，即日起，花市街更名为篦箕巷。”篦箕巷的名称

从此沿用至今。

由于乾隆数次光临，篦箕巷名声大噪。过往常州的客商都要 买

些梳篦，馈赠家眷。当时的地方官员都把这里的梳篦作为贡品奉送

朝廷。所以常州梳篦又被称之为“宫梳名篦”，史书中也有“梳篦世

家延陵地”的记载。直到今日，故宫内还保 存着清时的常州梳篦。

又如“双桂坊”，是因为有宋氏兄弟和丁氏兄弟同登进士而得

名。在旧社会，很多人都希望多子多孙，登科及第，所以常州人娶媳

妇时，有新娘子的花轿从“十子街”和“双桂坊”转一圈的传统习俗，

以冀早生贵子，金榜题名。

（二）路名与历史

常州路以历史人物或 史迹善 举而名是一个鲜明的特征，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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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不仅可圈可点，也是可歌可泣的。常州人的性格特征有“南

人北相”之说，既有江南的柔和、婉约，又有北方人的豪气、坚韧。我

们知道，北京有为纪念抗日英雄而特别命名的张 自忠路、佟麟阁路

和赵登禹路。在常州，为纪念抗元名将王安节而将其殉国之地命名

为“王守沿”。“王守沿”，西通邮电路，全长 89 米。南宋德 元年

（1275年），元兵大举南侵，兵临常州时，都统王安节率兵在城头筑

栅以守，奋起抗敌数月。到该年十一月，在招降被拒后，元丞相伯颜

亲至常州督战。此时的常州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仍然坚决抗击数

十倍的元军，伯颜恼羞成怒，派亲兵攻上了粮尽援绝的常州城头，

常州失陷了。知州姚 （yīn）、通判陈 、武 进知县包圭等英勇战

死，王安节挥舞双刀率死士巷战，转战到州学前（今市第二中学）手

臂被刺伤，他仍“杀敌如刈（yì）草”，元兵斩伤他左股，他屈着双腿

继续死战，最后力竭被捉。伯颜爱他忠勇，劝他投降，王安节大呼：

“我是坚守合州的王坚之子，岂有投降 之 理！”伯颜见劝 降无效，遂

将 王安节杀害。文天祥闻王安节阵亡消息后，慨然赋诗《将军王安

节第四十七》：“激烈伤 雄才，直气横乾坤。惆怅汗血 驹，见此忠孝

门。”在宋史中有王安节及其父王坚传。史书上有“扬州十日”“嘉定

三屠”的记载，在常州也曾有过同样的悲壮遭遇。“古村”之所以又

名“十八家村”，是据说 当年元军屠城 后只有这里剩下十八户人家。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常州的路名真可谓是纷繁复杂，多姿多彩。

对常州情有独钟的苏东坡，一生莅常十四次，呼常州为“此我

里”，择白云溪为终老地。他视常州为故乡，愿终生相守。常州百姓，

亦景仰先生，当年东坡系舟时，夹岸观者为堵，全城轰动。后东坡星

陨，州人乃建舣舟亭为先生记，因亭而园，曰东坡公园。历代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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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寺旁），两侧多名胜古迹（有天宁寺、东岳庙、玄妙观、太平寺、天

主堂、舣舟亭等），现为延陵东路。清初乾隆帝有诗描绘通吴门直街

情景：“玉局信风流，溪听佳话留。至今石岸侧，往往驻行舟。……岸

柳金摇曳，春波玉拍浮。吴门知不远，更有仰苏楼。”

二是直接反映出常州地区水乡特征。常州地处江南水乡，河浜

纵横、桥梁众多，以 由西向东的大运河为经，南北诸河为纬，呈现出

一派水乡泽国的景象，因此 城镇街巷以“水”或与“水”有关的事物

（如桥、湾、浜、渡、岸等）命名的特别多。这些可从“关河路”“卧龙

湾”“白云渡”“乌衣浜”“吊桥路”“斜桥巷”“尚书码头”等路名中窥

见一斑。对此，“毗陵六逸”之首的恽南田曾生动地描绘了古运河常

州段两岸的风光：“红林古岸影重重，每到斜阳色更浓。夜泊不知明

月上，谁家绮席动歌钟。”“十月江南风未寒，吴山楚水望漫漫。怪来

青眼蓬窗底，只向毗陵两岸看。”“乌衣浜”位于城南市河南岸，南起

吊桥巷，北至东下塘，据说与此地古时多燕子有关（古人将紫燕喻

为乌衣），也有一种说法为，与此地历史上多进士有关（有五品以上

官吏才配穿乌衣之说）。“尚书码头”位于市河北岸，西瀛里东段。南

起市河边，北达西瀛里，因明代礼 部尚书胡 告老还乡时由 此登岸

而得名。

三是记载着常州城市的历史发展（建树的牌坊牌楼）。常州民

风淳厚，素有重 教传统，历代人才辈出，文化积 淀深厚，有着“天下

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的美誉。历代的地方官为名门望族、

科第世家、烈女贞妇等建树了 很多牌楼牌坊，许多路名便因此而

来。据不完全统计，仅常州城内，宋代以牌坊命名的路名有 23 处、

明代有 38 处、清代有 33 处。如“椿桂坊”“状元坊”“世 科坊”“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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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早科坊”等路名，至今仍沿用，名闻龙城。“早科坊”，原名灶窠

巷，位于城西，南起西直街（表场），北至延陵西路，因宋宝佑元年

（1253年）少年霍超龙省试夺魁建有牌坊而得名。“状元坊”位于今

东横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蒋重珍举 进士，殿试逐魁获第一，

元至正元年（1341年），司徒陈祖仁曾居官讲学于此而得名。另外，

宋朝一名姓霍的举子，中了省试第一名，因此有了“早科坊”这一千

古美名。

四是彰显常州工商业繁荣景象。有“织机坊”“千 果巷”“米市

河”“豆市河”“缸行街”“当 店弄”等路名，既反映了古时常州工商业

的繁华景象，又对今天研究常州工商业的历史发展与城 市建设、道

路交通、商圈辐射及消费变化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织机

坊”（原西大街），《大唐六典》有“江南常湖等州贡白 ”的记载，明

清时期织造业兴旺，所产绫绢品质量上乘，明景泰五年（1454年）朝

廷置常州织造采 办于此，专管贡品织造事物，坊以 此得名。“豆市

河”，自 怀 德桥至锁桥，长 402 米，原为运河北岸豆行集中区（明代

始）而得名。“缸行街”又名西河沿、石灰桥，位于城西运河西岸，东

起广化街、西至怀德桥，因旧时此地开有多家缸行而得名。

五是反映的是常州历史上兵营或府衙所在之处的情况。比如

“小营前”“西瀛里”“察院弄”“监城弄”“县学街”“局前街”“马园巷”

等。“西瀛里”，东起南大街，西至朝京门，俗称“老西门”的西吊桥，

据史料记载，此间曾是明初信国公汤和将军驻军之处，旧称“西

营”，后因附近经常发生火灾，乃改“营”为“瀛”，取以 水克火 之意，

故名西瀛里。“察院弄”位于早科坊西侧，因明代此地设有都察院

（南察院）而得名，有察院弄与察院西弄之分。察院弄呈南北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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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察院西弄，南至西瀛里，察院西弄呈东西向，东起察院弄，西至早

科坊。“监城弄”位于武进县旧治（局前街老市政府）西侧，因弄旁旧

有武 进县监所而得名。说起“马园巷”，就要 说到南宋末年，元兵来

犯，常州失守，元兵驻扎城内，于青 果巷附近 先 后建起大、中、小、后

马场，人们便称其为“元马巷”。常州人对元兵恨之入骨，将“元”字

放在马后，改成了“马元巷”，意即元人连牲口都不如，即使这样，也

觉得不解 气，又将“元”字外加个口，写为“马园巷”，意思是将元军

如牛马圈起来。如此，“马园巷”沿用至今。

六是反映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观 念与价值取向，也反映着

常州人民特有的文化特色。如“文成里”“正素巷”“书卷弄”“善庆

里”“传胪里”“兴贤坊”“成全巷”等。“善庆里”位于武进县旧 治（局

前街老市 政府）西侧，东通西公庙、乌龙庵，西至北大街，因此处旧

有看守所，取“庆尔从善”之意而得名。“兴贤坊”又名兴贤巷，南起

局前街，北至钟家弄（生产弄），取王安石“国以任贤使能而兴”之

意。“传胪 里”，位于织机坊（西大街）与早科坊交汇处，原为明代庄

氏府第，有传胪、济美、星聚堂等。传胪堂原为“维祺堂”，崇祯年间，

庄应会殿试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遂改维祺堂为传胪第。值得一

提的是：与之比邻的星聚堂还是瞿秋白的祖母家，瞿秋白幼年时候

曾居住此处达 12年之久，并在这里随庄氏长辈庄怡亭启蒙读书。

“成全巷”，是一条与马山埠相垂直的里弄，南起马山埠，北至局前

街，其“成人之 全”之意，是常州的一天吉祥之路，现已成为晋陵中

路的一段。

七是反映了常州被称为“龙城”的一些来由。常州与“龙”结缘

主 要来源于“六龙城”和“龙城”的美称，而市 区与“龙”字有关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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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也特别多，比如“化龙巷”“龙游河”“龙城 里”“乌龙庵”“白龙庵”

“石龙嘴”“卧龙湾”“龙船浜”等。“化龙巷”因有“化龙之地”的传说

而得名。相传很早以前，此地人丁稀少，玉带河、惠民河畔有荒地乱

坟。有一天附近有户老人亡故，其子请风水 先生在玉带河与惠民河

畔选定坟地。先生私下 叮嘱：此乃龙地，尔 父 下葬三年可卜化龙升

天，三年后方可动土察看。其子心切，期限未 满便挖掘察看，亡父果

然身披龙鳞，龙身将显。惜乎未成全形，而化作一道白光向西遁去。

消息传遍全程，于是，人称该地为“化龙之地”。自此以 后，邑人纷纷

在此附近建房筑屋，遂成街巷。“龙城 里”位于原内子城 内，常州府

旧署前，南起西横街，北至关帝庙后，全长 115 米，巷宽 2 米，因旧

时该地有龙城首 社，故名，小巷如今面貌已变，但路名沿用至今。

三、老路名，不应消失的美丽

城市中那些珍贵的老路名，又被称为“活化石”，因为它记载 了

这个城市演变过程中的痕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联

合国通过的决议明确 指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地名有重 要

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

面的损失”。说到底，路名文化与其他无形的城市文化一起，构成了

一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是城市公民的精神状 态和意识形态，是城

市各个 要素相互作用的总和，“包含了 城 市的人文地理和历史、城

市的文化传统、价值准则，以及公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文明

素质”。

（一）路名作为一种历史遗存，不仅 存在于文化的记忆中，也寄

托着人们深深的感情。可以说，它是一座城 市中极具价值的资源，

像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珍珠，每一颗都闪烁着不同的光彩，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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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座城市的氛围和力量，无声地展示着城 市的本色和魅力。研究

和保护老路名，就是延续常州的历史文脉，保护城 市特有的本 色和

魅力。

（二）保护历史和文化，其实就是保护城市的命脉，而保护城市

的命脉，其实也必然包含了对路名文化的保护。尤其对路名文化而

言，它太脆弱了，它“可以随时被更改而淡出人们的记忆”。所以，加

强对路名的保护，除了 要 将路名保护给予与历史建筑保护同样的

重视———因为“如果 载体和符号不相符，符号也就成了一个 没有意

义的代号”，更要通过立法等手 段建立起保护老路名的约束机制，

并切实加强城市开发建设 部门和有关路名保护、管理 部门和单 位

的协调。

（三）涵养一座城市，无疑需要文化作底色。我们一方面要与时

俱进地发展新文化，以使一座城 市也能够保持年轻态，但另一方面

也要发扬光大城市的古典文化、历史文化。也就是说，要 将 两种文

化充分地融合起来，从而令城 市既有“青 春”“阳光”“浪漫”的创新

活力文化，又有悠久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其实，把历史与今天作为

一个共生的整体来规划，从整体上构筑新 旧和谐的人文生态，也是

欧洲多数国家对待城市历史的态度与基本做法。

（四）路名是城市的标签，是城 市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它的演

变折射出路名文化的轨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及现代

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格局发生了 新的变化，城镇的面貌日新月

异，新路名不断涌现，老路名逐步消失，稳定性逐渐被 打 破，致使一

些传统老路名消失，这方面常州也不例外。

具有纪念意义的路名被抛弃的现象在常州也很突出，像“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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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一样的地方、还有前面提到的“王守沿”“临川里”“德安桥”等具

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路名已经消逝。路名不会 说话，但 它却陈述着城

市历史。在我们记忆深处，虽然一些老建筑和街区 被拆除，但一些

蕴藏着丰厚文化内 涵的老路名还是永远不会 被人忘记。它们记载

着历史文化，陈述着历史故事和美丽的传说，可以 说，路名的消失

无形中断了历史的脉络。近几年，常州市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要加

强常州历史路名的保护工作。他们认为，在拥有一个全新的城市的

同时，是否一定要以牺牲历史文化作为代价？

（五）一个城 市、一个国家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路名无疑是最直观、最现实的代表。具有一定文化品位的路名

不仅可使人产生流连、回味之感，体现取名者的睿 智和寓意，而且

还可由此营造出良好的人文环境，起到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

不难想象，在一个没有路名的世 界 里，人类 将处于何等的混 乱

之中。而在日常生活里，谁又能没有与路名产生着联系呢？家乡的

路名，时时散发着泥土和生命的芳香，犹如一束情感纽带，总 会勾

发起离乡游子的无尽情 思；别处的路名，也会包裹着淡淡的异乡情

调，引起人们的悠然神往和些许遐想。不过，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

的体验，当 被问起某一路名的含义之时，即便是那些非常熟悉或者

每日置身于其地的路名，常常会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此 即所谓“熟

视无睹”罢了。这样看来，稍稍关注一下小小的路名问题，似乎就并

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了。

物质的东西是一定要改造的，城 市 总 要发展的、要与时俱进

的。名字保存着人的记忆，过一代、两代，人们还能回到这个城市里

面找到他的父辈、祖辈，这种感觉是很好的。哪怕这些路名随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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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真的要面临存废时，是否能通过其他的形式把它 保 存 下来？

比如，拍照、树碑、立传等。

（本稿由常州市社科联推荐）

张步东，现任常州市社科联副主席、常州市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和执行工作。主编有《督查工作实

务》，著有《就业与再就业：当前的问题与长期的挑战》《不容忽

视的巨大引力———对城市形象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道德教

育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初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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