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的东南西北四大街，如今改回了
最初的名字，清远、武定、和阳、永泰。这
四大街之下，还有些街道，已经没有了改
名的机会，湮灭在大同的建城史中。

乱 衙 门 街 ，青 年 宫 附 近 ，并 入 小 皮
巷。相传，此处为明代五将之一的参将衙
门。清顺治五年（公元 1648 年）大同总兵
姜瓖叛清，清帅贝勒博洛攻入大同，捣毁
参将衙门，斩城五尺。好端端的一个衙门
府，一时成了烂摊子。后杂耍艺人常常摆
摊于此，后逐称“乱衙门”。这是我儿时最
熟悉的一条街。春节看红火挠搁，下学看
小人书，中午出来看拉洋片看胸口碎大
石，那悠闲时光呐，一去不复返了。那些
青年宫里看杂技魔术、大同电影院看《摩
羯星一号》《傲蕾一兰》，艺校院子里看学
员们压腿练功，少年宫里自己唱练坐打的
文艺岁月，也远去了。

上寺南巷，南起一万贯庙街，北至巷
底，该巷原名“上寺巷”。建国后，因重修
华严寺，将巷截为两段，此为南面一段。
扩建华严寺，此巷消失。上寺北巷，北头
就是原来大同照相馆一边的土楼房，和上
寺的围墙正好形成一个丁字形。这里有
我一个小学同学，一个中学同学，他们是
邻居，但是小学却分别去了实验小学（那
时还叫师范附小）和十四小，以至于两个
学校的孩子们在这里踢球或是游戏时，自
然分成两派，争斗不已。不过，那时在街
上踢球，即使踢碎了街坊的玻璃，最多赔
一块，多数是臭骂一顿，没什么大人会限
制孩子们的行为，受个小伤、起个小冲突，
也很容易被进球的兴奋冲淡。

贵儿寺街，位于欢乐街之南，北起县
角西街西口，南至教场街与西羊市巷交汇
处。相传，该街未形成前，曾有人在此弃
一怪胎，后居民增多，形成街道故取名“怪
儿市”后因此名不吉利，改称“贵儿市”后
演变为今名。因盖楼拆除。好吧，写到这
条街，就要说一说这条街上的人和事。街
不长，三百米左右吧，有一个沿街的公共
水龙头，没有公用厕所，厕所要到邻近的
南籸籽巷或县角西街上，大概六七个电线
杆，从 13 号院为界，以北院落成群，以南
是一堵高墙加墙下的供水点加零星一两
个院落。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这条街上男
孩子数量明显多过女孩子，后来这批孩子
散落社会各阶层，黑白之间、好恶之间皆
有，有一家人甚至上过央视，而且是 90 年
代，但这次上镜不是光彩，而是惨痛，在改
革初期富起来的一家，因为吸毒而家破财

散。也许每一条街都有这样的悲欢离合、
曲折蜿蜒，市井故事，太多，但是这条街的
故事，是我看过最清晰的。

姚家角东、南、西、北街位于段市角之
南，楼房巷之北，东起教场街，西至邱家角
西街。北接赐福庵街。相传，晚清有姚姓
在姚家角西街路北开设当铺，该街逐以姚
姓取名。以十字路口为中心，分东、南、
西、北四街。东、西街并入教场街，南、北
街因盖楼现无存。姚家角的孩子们当时
基本上都在五中上学，一个字，乱。这里
的家庭是普通的工人家庭居多，孩子们继
承了家庭的豁达和火爆气质，游戏往往伴
随着打架，每当我看到《与青春有关的日
子》或是《你是我兄弟》这样带有强烈时代
感的片子时，就会想到和姚家角的孩子们
冲突、交往，直到消散不见的过往。

唐市角，位于一万贯庙街与太宁观街
交界处之南。北起下寺坡，南至段市角。
相传，唐代天宝年间（公元 742—755 年），
与突厥互通贸易，在此开设市场，以成交
畜牧为主，故称“畜市”。清代大同知府嫌
此名不雅，改名“唐市角”因扩建仿古街此
巷消失，只留有楼房后几户人家。八九十
年代的南街办事处就在这街上，办事处门
口有好几个井盖儿，下雨天经常有骑车的
人摔倒，这里也是那个时代我们放学一起
回家分手或聚合的一条街。

下寺坡，位于大西街中段路南。北起
大西街，南至唐市角。此地原系高低不平
的坡地，因下华严寺（俗称“下寺”）在该街
南段路西，故名。扩建仿古街时消失。下
寺坡的北口上，80 年代曾经有个破铁皮房
子，在那个买书基本上只能去新华书店的
年代，这个小书屋的书就显得十分另类。

《数学故事》、我买的第一本郑渊洁童话
《牛王醉酒》，都是从这里交进去几张不吃
早饭省出来的钞票，一路边走边看。走过
当年城区三中的门口，下寺的高台阶下往
往聚集着各色老头儿，有的是摆摊卖《少
林太祖长拳》之类武术教材的（是不是很
像《功夫》里忽悠童年周星驰的桥段？），有
的是扎堆聊天的，还有就是谁也不理，自
己个儿发呆晒太阳的，和如今老头们都扎
堆四牌楼类似，不过当年的四牌楼，是板
儿车扎堆的地方，当年的出租车集散地。

随手拍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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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旧曾谙之
忘不了（二）

选择一个纪念日去重游云冈，我以
为这是别有趣意的一件事。因为对我来
说以往无数次的参观云冈，使得我对云
冈石窟的印象颇深，这座被列为世界文
化遗产、举世文明的石雕艺术宝库、5A
级旅游景区就在我们大同，但之前无数
次的造访，每每让我在引以为自豪的同
时常为这里不尽如人意的自然环境感到
忧虑。幸好，云冈的景区环境在一场古
都文化复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
变化使得来过这里的人们无不惊诧于这
里景区环境的巨变，那就是绿色、环保的
大云冈。这也正是我重游云冈所要看到
的，我要从这个巨大变化中去体验绿色
环保云冈大景区的魅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事摄影工
作，云冈是我常去的地方，那时正值周恩
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后
不久，当时市政府正按照周总理的指示
实施较大规模的保护和修复云冈石窟的
工程，我看到一座座石窟前搭起了高大
的脚手架，随后一尊尊被风蚀和人为损
坏的石雕佛像恢复了它原本的容貌，然
而由于地理气候和毗邻矿区等原因，我
发现云冈景区的环境一直没有得到很好
的改善，以至于许多来云冈参观的外地
游客在对这座闻名世界的石雕艺术宝库
赞叹之余却对这里的旅游环境不敢恭
维，甚至有人发出了：“有历史，没文化”
的感叹！其实我以为，这座被世界遗产
委员会评价为“中国最杰出的佛教石窟
艺术”的云冈岂止是有它的历史，而更加
有的是它深刻的文化艺术内涵。人们来
到云冈要看什么？看的是国之瑰宝，世
界之遗产，大同文化之名片；他们要看的
是武周山南麓千仞壁立、巨石横垣中那
石雕林立，蔚为大观的石窟群；他们要看
的是石窟里那飞天艺术、乐舞雕刻的石
雕画卷。而这些随着“古今兼顾、新旧
两利、传承文脉、创新和谐”为思路的古
都文化在大同的复兴而成为现实。

还 记 得 第 一 次 重 游 焕 然 一 新 的 云
冈时，除了看到各石窟得到了更好的修
复和保护外，让我更惊诧的是云冈景区
环境的巨大变化，如果不是清晰明了的
指示牌指引，我这位“老游客”还真的找
不到云冈的入口在哪里。距石窟群还有
两里多地，我们便进入云冈景区东门，记
忆中的这里原是晋华宫矿的工人新村，
但远处一幅巨大的广告牌：“晋华宫国家
矿山公园”告诉我这里已实现园林化建

设了。在这里首先进入我视野的是一片
规模宏大的仿古建筑群，这是为纪念云
冈石窟最早的开凿者北魏佛教高僧昙曜
而修建的。宽阔的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
巨大的昙曜塑像，只见他手持凿具，凝视
前方，似乎要把人们代入那古老浩大的
工程当中。他身后的宗庙社稷、大雄宝
殿排列有序颇具匠心，高大的浮雕石柱
林立两侧，给人一种庄重古朴之感。寺
庙雄踞武周山崖之下，与云冈石窟群相
应成趣，犹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廊。佛
塔高耸、古刹钟声，宝殿珠楼、红墙碧瓦、
画栋雕梁，好似古朴典雅的仙山琼阁。
武周山崖与古寺间一片人工湖把石窟群
与寺庙群联系在一起，古寺和山体之间
犹如环抱一滩春水，山崖上的林荫小峡
中一大股不知从哪冒出来的清泉从两边
陡峭的山崖缝隙中惊涌而泄，转而形成
层层叠叠的小瀑布，如缕缕银丝飞流直
下泄入湖中。湖边雕廊水榭，亭台楼阁，
水光倒影，微波荡漾的湖面上游弋着几
条中国龙造型的小船，时而慢慢地划过
巨大的拱形桥洞，给人一种雅逸和心旷
神怡的感觉，好一个青山绿水、湖光山色
的绝好去处。

站在石窟群下，俯瞰云冈大景区，一
众古建筑群隐藏在一片绿海之中，浓绿
如黛的松林和青翠欲滴的杨柳交织在一
起深浅相宜，微风拂过，摇曳的绿荫中偶
尔会露出古寺那琉璃瓦顶，恰是点缀在
绿海中的艳丽花朵。回首仰望武周山
崖，山坡上青松翠柏、苍翠挺拔，郁郁葱
葱、绿波万顷。特别是那翡翠般碧绿的
塔松，一株株像撑开的雨伞，层层叠叠覆
盖着石窟的崖前坡后，使整个景区在绿
荫覆盖之中。

我以为，一处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之
所以有影响，不仅仅在于他向人们所展
示的珍贵史迹，还在于它给人们带来美
的享受，这种美不仅来自它的内在美而
且还要来自包括环境在内的外在美。一
种体现绿色环保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
的融合，打造出的一定是人性化的旅游
环境。我喜欢云冈石窟那刀法娴熟佛传
雕刻，更喜欢云冈景区的绿色环保，当那
气势磅礴，浑厚纯朴的云冈石窟有绿树
环绕，画阁朱楼的陪衬的时候，石窟中那
正襟危坐、栩栩如生的佛像，那载歌载
舞、神采飞扬的飞天，那怀抱琵笆、悠然
自得的乐伎，那击鼓敲钟、威武肃穆的力
士们则会显得更加有灵性和活力。

绿满云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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