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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记忆
蓦 然 回 首 似 是 故 人

街巷志

史海钩沉

德 阳 老 县 城 有 四 条
街，东街、西街和南街往外
走都不用拐弯，就能走到
东外街、西外街、南外
街，唯有北街走到头是
一条贯穿东西的署前
街横在那里。过了
署前街再往北，向
东拐一点点就是
有名的龙桥，过
了龙桥往前走
才出了北门

口，德阳最早的一条公交线车站就设在
这里。署前街往西拐一点点再往北，就
是当时的德阳县委、县政府大院。现在
的署前街东连泰山北路，西接华山北路。

北街有条牛肉巷，牛肉巷附近是
回族较为集中的居住地。巷子口有家
清真食堂。牛肉巷45号有座建于清朝
乾隆末年的清真寺，是德阳城内穆斯
林做礼拜的地方，这座清真寺也叫德
阳县清真寺或德阳堰塘坝清真寺，清
道光年间的湖北巡抚伍长华曾为德阳
清真寺题匾“包罗宇宙”。

从牛肉巷往西就是堰塘坝，当时
的堰塘坝一到逢场天，那是热闹得很，
各种自制的撮箕、扫把等生活用品，长
长短短的豇豆、扁豆、四季豆等蔬菜都
能在这里买到，运气好的话，还能买到
活鳝鱼和鸡蛋。

东街有个十字路口，往南是棉花

巷，往北也有一条巷子，因为有一座
建于明朝的关帝庙，因此这条巷子被
称之为关帝庙巷。巷子的东侧是穿
城堰，从龙桥那边流过来的河水清澈
见 底 。 在 关 帝 庙 巷 有 一 所 创 立 于
1924 年的德阳县立初级中学，1930 年
由德阳南街书院巷搬迁到这里，也就
是现在的德阳市第二中学，今年是学
校建校一百周年。在学校的操场中
央，有一棵有一百多年树龄的银杏
树。1949 年 12 月 23 日，国民党将领
裴昌会在德阳率部起义，两天后的 12
月 25 日，贺龙元帅在德阳县立初级
中学图书馆会场接见了裴昌会将军，
贺龙元帅曾在这棵银杏树拴过战马，
因此这棵银杏树也见证了德阳解放这
一伟大历史时刻。

大约 2016 年的时候，德阳二中在
修建校史陈列馆的时候，拆除了学校
西南角关帝庙照壁旁边的一间办公
室，清理掉照壁上的草泥灰后，照壁南
面右边的“五福捧寿”得以重现，根据
这幅“五福捧寿”，德阳市文物保护单
位和德阳二中借鉴其他地方关帝庙的
资料，在这座关帝庙照壁上复原了“瓶
升三戟”、“五福捧寿”、象征武圣关二
爷节气的“义”字（照壁北面为“忠”，南
面为“义”）三幅雕刻图案，并作为文物
保护起来。

过去，关帝庙巷往北直接将小巷
子、大巷子和龙桥连接起来，有句顺
口溜就是“大巷子不大，小巷子不
小”。在大巷子有一所小学，这所小
学兴办于1913年，最初是城关女子学
校，解放后更名为“德阳县城关二
小”，现在叫北街小学，由于它在北街
大巷子，大家戏称为“北大二小”，也
算是“名校”了。从这所小学的后门
出去就是穿城堰，它的东面有一片梨
儿园。

北街 72 号原来是城关镇联诊所
（这个联诊所就是现在的旌阳区中医
院，已经搬到了华山北路），联诊所旁
边有一条小巷子，叫牌坊巷。从北街
进这个巷子一直往里走，向东拐一个
弯就连通了简家巷，出了简家巷就到
了署前街，斜对面就是县政府，在牌坊
巷的对面也有一个小巷子，这条巷子
叫新北街，但大家都叫它两头通，往里

走向西拐个弯也到了署前街，对面就
是龙桥。实际上在这两个巷子里拐的
弯，如果从空中看，其实是一个坛子形
的地形结构。

几十年过去，北街及北街的几条
巷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牛肉巷的
德阳堰塘坝清真寺因为面积狭小，地
处低洼，年久失修，加之在“5·12”特大
地震中毁损严重等原因，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纳入灾后重建规划，异地选址
在青衣江西路南面的双河街，占地八
亩多，建成了一座新的清真寺。

在牛肉巷长大的“小铃铛”已经
变成了老汤哥，依然在牛肉巷清真寺
旁开他的“铃铛小吃店”，说是小吃
店，其实就是卖牛肉面。那碗牛肉面
能让你把面汤喝个底朝天。他九十
多岁的大伯，每天守在水井巷和桐花
巷的那个口子小档口卖牛肉，卖多卖
少老人家是不操心的，如果有人喊一
声：“汤大爷，快点来打长牌”，汤大爷
高兴了说走就走，反正有孙女、孙女
婿收摊子。

曾经在南街铧炉巷开“刘老五火
锅”的刘老五，觉得牛肉巷是块风水宝
地，把“刘老五火锅”搬到牛肉巷，一不
小心也近二十年了，味道不错生意当
然就不错。

关帝庙巷的老李土刀理发店，仍
然坚持用土刀剃头、修面，老邻居们常
常瞒着儿女，偷偷地抱着孙孙来这里
请李爷爷剃婴儿头。

在大巷子开烟酒副食小超市的小
周两口子，把女儿抱在怀里的时候，就
望着德阳二中的操场，心想什么时候
女儿能在这里读书就好了，女儿“北大
二小”毕业，现在都读高中了，老周两
口子心里的目标又高了，女儿读了“北
大二小”，能考上北大就好了。

原来的牌坊巷与简家巷中间，
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地方，有人在
这里开了一个露天茶园，生意一直
不温不火，去年堰塘坝社区将这条
巷子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现在成了
简家巷公园，那个露天茶园的名字
也变得洋气了——“憩园”。在喧嚣
的城市中闹中取静，在憩园里喝茶，
多多少少有了点成都人民公园里那
个茶园的意思。

北街小巷往事
□刘蓬莱

四 川 自 古 以 来
地 势 险 要 ，交 通 闭
塞，货物流通，人员
交往均感到阻力重
重 ，要 摆 脱 这 种 局
面，只有改善交通条
件 ，修 筑 出 川 的 铁
路，在清末逐渐成为
官方和民间的共识。

光 绪 二 十 九 年
（1903 年）四川总督
锡良在川人的建议
下奏请清廷设立川
汉铁路公司，由川人
自办铁路。当年九
月，清廷同意了这一
请求，允许民间资本
建设铁路。光绪三
十年（1904 年），经多
方筹备成立了四川
官办川汉铁路总公
司。总公司面向社
会发行股票。对交
通不便有切身感受
的四川人民对于投
资兴建铁路表现出
极大支持，他们纷纷
购买股票。这股浪
潮由省城四散传开，
川内各个县份的民
众对铁路和股票这
两种新生事物表现
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他们互相传递，宣传
购股建路这一盛举。

在 这 种 风 气 的
影响下，绵竹人也加
入到这股购股建路
的热潮中。光绪三
十四年（1908 年）在
绵竹人黄尚毅编写
的新式小学教材《绵竹县乡土志》中，专门撰
写《铁路工程表》一节，详细介绍了川汉铁路
由成都至宜昌的“路线，里数，价值（修路资
金）”，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本县出股者知其大
概”。由此可见购股建路在当时绵竹的风行。

然而就在川人对出资修路抱着极大的期
望的时候，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邮传部大
臣盛宣怀策动清廷宣布铁路建筑权收归国
有，但又不退还补偿先前民间投入的资本，购
买的股票形同废纸一张。此刻舆论哗然，全
国人民对清廷的这一无理举措感到愤恨，面
对清廷的步步紧逼，当年六月，铁路公司召开
临时会议，联合各界人士成立四川保路同志
会，同时还决定在各州县普遍建立分会和协
会，进行“罢工、罢课、抗捐、抗税”的斗争。轰
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就此展开。

在成都读书的王干青等人，回到绵竹，创
办“新民报”，宣传保路运动。同年七月，绵竹
县劝学所（清末主管教育的机关）联合学界同
仁呈文绵竹知县冯家伟，请求其向省上转达
收回路权的要求，并提出三个条件：“一借款
合同应交资政院议决，宣布共同遵守。二请
求取消驻宜总理李稷勋。三严办盛宣怀、甘
大璋、宋育仁等误国之罪。”此时的绵竹也是
群情激愤，欲效法成都等地“罢市停课”以行
动支持保路运动，值此事态一触即发之际，冯
家伟除肯定劝学所的仗义执言外，安抚绵竹

“各界照常交易上课，保全安宁，不使人民因
受骚扰。”

然而，清廷内部却决定以暴力的手段来
镇压民众的保路运动。九月，川督赵尔丰逮
捕了保路同志会九位领导人，消息传开后，成
都民众纷纷向总督衙门聚集，请求释放被捕
诸人，在成都的绵竹人李大麟组织各小学学
生成立“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参加此次请愿
活动。面对民众英勇的抗争，赵尔丰下令开
枪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震惊全国的成
都血案就此发生。这场屠杀进一步激怒了四
川民众，成都及附近各县保路同志军及民众
队伍开始了以武装起义的方式来对抗清政府
的暴行。

绵竹人侯国治与人共同主持了川西北
保路同志军的军事活动，声势空前。在革命
党人的支持下，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九月
初一，绵竹组织起千余人的保路同志军，开
始了武装行动，同志军分四路齐向县城进
发，提出“打倒满清”的口号。进城后解除了
守卫武装，捣毁了鸦片烟膏店，释放了囚
犯。知县冯家伟命令卫队将大炮安置在县
衙大堂上，欲对抗同志军，后因孤立无援，只
得投降。十月十三日，绵竹宣告光复，清政
府在绵竹的统治由此结束。保路运动成为
了清朝覆灭的导火索。

民国二年（1913年），为纪念在保路运动
中牺牲的烈士，在今成都人民公园内兴建了
一座纪念碑，方形碑座上浮雕着火车和铁路，
碑身四面上镶嵌着由当时的四川书法名家张
夔阶、颜楷、吴之英、赵熙以不同书体题写的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的碑文。
纪念碑至今依然矗立，它提醒着人们，

在一百年前，包括绵竹人民在内的千千万万
的四川人民为反抗满清暴政而作出的奋斗
与牺牲。

保
路
运
动
与
绵
竹
光
复

□
李
锐
智

绵竹年画村有一家叫“明清园”的
五进式院落，里面收藏有很多明清家
具。院子的历史，当然有一些故事。
清代，此院属绵竹孝德镇大乘村（今年
画村）李氏所有，李氏是当地豪族，也
是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此院有一个
雅致的名字——叙乐园。

说起叙乐园，就得从乾隆二十一年
（1756年）丙子科举人李藩说起。李藩
（字介臣），官至华阳县教谕。府学教谕
由朝廷直接任命，多为进士出身，所以，
能做此官者，大凡都是才高八斗之人。
李藩性格乐观，为人豁达，颇有政绩，晚
年回归故里，开始动工培修扩建自家庭
园，并遍植花卉，于开满鲜花的庭园中
颐养天年。李藩在八十三岁去世后，嘉
庆皇帝为追思李藩的孝道及功德，特赐
石桅杆两根立于李家大院门前。至今，
幸存的一根石桅杆已移至年画村万福
广场。

李藩的次子李先本做过乾隆年间绵
竹候补盐知事，也爱修整庭园，栽种花
卉。李先本之妻侯淑兰时常漫步花前，
吟诗亭中，著有《梦湘吟馆诗稿》《纫秋阁
文稿》刻以行世。

李先本的儿子李德扬（字芳谷）
很了得，虽官做得不大（清嘉庆廪贡
生候选训导），但诗书画无所不精，被

当地人称为“李翰林”。李德扬喜好
结交各阶层友人，于是在祖先的庭园
基础上精心布局，大兴土木，把李家
庭院建造成了川西著名园林——叙
乐园。

《绵竹县志》（民国八年版）对李氏
家族及叙乐园的诗酒氛围作了描述，
云：“有叙乐园在李家庵侧，竹树泉石
擅一邑之胜……凡当世之达官贵人老
师宿儒，下逮裙屐少年以及方外之士，
过其里无不投刺者，德扬皆延纳而乐
与之往复唱酬，以故座客常满颇极一
时之盛云。”

这里的“投刺”一词，指的是当
时一种礼节，即投递名帖。名帖在
古 代 也 称 为 刺 ，类 似 于 现 代 的 名
片。名帖用于通报自己的姓名，以
便对方得知来访者的身份，并可能
因此得以相见或接受拜访。《绵竹县
志》此段记载，是清代绵竹诗酒文化
繁昌的佐证。

叙乐园，其义取李白《春夜宴从
弟桃花园序》中“会桃花之芳园，序
天伦之乐事”句（古文“序”通“叙”），
将此园定名为“叙乐园”，与李德扬
常邀远近诗友于此品茗聊叙，饮酒
赋诗契合。

据村里老人讲，当初叙乐园占地

20余亩，亭台楼阁、水池、花园错落有
致，青砖黛瓦，古树茂密，鸟语花香，被
人们誉为蜀中的苏州园林。

李德扬在所著《听花吟馆诗集》
里，写了一组诗，诗题为《叙乐园四
首》，其中前三首均写叙乐园赏景及
携儿子李锡命、女儿李锡桂“一门之
内，前唱后喁”的雅兴。唯在《其四》
中，透露出了他的社会交往活动、培
育桃李的家风以及历年来坚持做善
行的记述。

心交新串旧，来往性情芳。
急助尧夫麦，欢飞太白觞。
枝分桃李茂，蔓引葛瓜长。
衣钵家传在，元灯万丈光。
文人墨客慕名前来，一番赏景

之后，又谈笑风生聚于院中挥毫泼
墨，吟诗作画。清代嘉庆年间，绵竹
诗酒文化及书画的繁盛，从诗中可
见一斑。

叙乐园为川西一大佳境，蜀中许
多达官贵人也闻其名而向往之，在绵
竹，甚至成为一些官员上任后的首访
之地。当然，叙乐园并非仅是达官贵
人、文人雅士的交际场所，它也是村里
乡亲们的乐园。有李德扬《村人过饮》
诗为证：

红丁绿甲闹开筵，客孰全将礼数蠲。

村有老人余古朴，酒逢大户尽流连。
往还指顾无三里，新旧睽违倏两年。
终岁几时欢聚首，儿童如我亦华颜。
穿着大红礼服的男人，青衣黛眉

的女人相聚在李家叙乐园，个个闹着
开席，全都将礼数免除，显得自在。村
里老人仍存古朴遗风，但到了李家这
样的大户人家也尽情四处观赏。村里
人不在乎玩晚了，说往返不足三里路
程，多玩一会是因相互分离已有两年
之久。年末聚首的欢乐气氛，孩童脸
上泛着红晕……看得出，此诗明显是
李德扬宴请村里人时而作，并写明被
请的村里人皆喝过了量。诗中场景，
如此亲切。可见，李氏虽然是大户人
家，但与乡里乡亲情谊甚笃。

两百多年过去了，叙乐园早已消
失。幸运的是，叙乐园的文脉得到了
承续，园林景致再度回归，如今，一位
李姓的传统文化传播者和收藏家在这
个宅基上，又兴建了一座规模较大的
园林，这，真是一种缘分。新园名为

“明清园”，因该园主人收藏品种类较
多，又被四川省文物局批准，称为“绵
竹市李家大院民俗博物馆”。庭院建
筑为明清样式，院中竹翠树茂，文气萦
绕，游客于此佳处，悠悠古韵入耳，诗
意盎然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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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园内景。明清园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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