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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不断收集昭通古城区街巷的发
展碎片，一天天不厌其烦地拼接，一幅又
一幅街道图景终于渐次呈现——奔走的
人群、不断建造的房舍、街巷的故事，这
些累积起来的城市景象，把城市的烟火
延伸到大街小巷，至于那些集聚的人和
事，古往今来，都绕不过几个词条：过去、
现在、未来，以及群众、集聚、事件。当
然，还有在街巷的历史变迁中消失的人
和事以及正在浮现的场景。

有这样一条街，它见证了昭通老城
的变化，佐证了城市的多元素聚合，印证
了有人就有城的道理，并在城市的背影
中被不断拉伸，这条街叫集贤街！

（一）

在昭通城的东北方向，古城的东门
——抚镇门拉开了历史上的昭通与外界
交融的脉线。

沿着这条脉线，抚镇门是点，旁边的
街道则是这个点上衍射出来的射线。

向北的射线就是集贤街。
抚镇门正对正北方向的射线，因被

几间房屋遮挡，发生了一点折射，这条折
线经过昭通较早开设的一家照相馆——
海鸥相馆后，途经德育街和集贤街交会
的丁字路口，向前笔直而去。

集贤街的第一幢房子高大、雄伟，却
只有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居住。老人的
几个孩子成家立业后，都有了自己的小
家，纷纷搬离，这里的房子就空置了。老
人的店铺被出租给一位经营竹制品、木
制品的客商。加工作坊和门市里，摆放
着竹子编制的背篼、筛子、簸箕，以及用
木头制作的甑子、饭勺等，它们曾经是昭
通老城区百姓生活的必需品。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日用品的功
用日渐减弱，它们的用户是一些上了年
纪的老人以及农村群众。

在一个阳光照耀着昭通古城的上午，
编制竹器的店主慢条斯理地编制着一把
筛子。那些淘尽岁月尘埃的筛子，到了农
人的手里，被用来筛苞谷面、米面、麦面，
也筛掉了岁月的杂质，留下生活的精细。

在炭火上蒸饭的大大小小的木甑
子，于热气腾腾中勾起了很多人的回
忆。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
多年以前曾经望着空下去的甑子发愁。

现在，电饭煲是每个家庭的生活必
备品，白米饭不再稀罕，更多的人，还是
喜欢用甑子蒸苞谷饭。人生的齿轮反转
了，当年的粗粮竟成了现在的奢侈品。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喜欢这里的甑
子，一个品质好的甑子，价格不断上涨。
房东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她端个凳
子坐在店铺门前，和过往的街坊邻居不
断打招呼。老人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
得多，作为昭通原剪刀社的老工人，老人
每月都有退休金领，几个儿女生活状况
都不错，老人成天乐呵呵地在集贤街的
路口悠闲地游逛。

老人说，曾经昭通老城区的人都叫
集贤街为“莽子街”，在昭通话里，这样的
称谓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条街上的人
是昭通老城区最早搬迁来的，小日子过
得滋润，所以“莽子”的意思就是“胖子”！

多年以前，百姓生活清苦，面黄肌瘦
者众多，而这条街上的人，因为生活在老
城中心，得了城市的便利，生活状况比乡
下好一些，故叫这条街为集贤街的人就
少了很多，总是说“莽子街的某某某”。
日久天长，人们就把这条街叫作含有褒
义的“莽子街”。

时间神奇，情况逐渐反转，现在，“胖”
在大部分人眼里一下子又成了贬义词。

（二）
在很多昭通老城居民的记忆中，集贤

街曾经是一个人潮涌动的地方，街上有一
座教堂，平等、博爱等基本理念影响了一
些人。这里曾经有一座福滇医院，就是现
在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

在医院的旁边，就是昭通城区最早的
一所小学——昭阳区第一小学。
高大的槐树下，很多孩童在这里接
受启蒙教育。当年在校园里奔跑、
嬉戏的孩子早已为人父、为人母，

甚至已做了祖父母、外祖父

母。当年，校园正门临集贤街而开，因为
城市的发展，街道变得拥挤不堪，校园大
门遂改了朝向，向东开。

当黎明的曙光穿过乌蒙群山，校园之
门被缓缓打开，很多人从这里开始认识第
一个字，从此改变了人生。从这里走出去
的人数不胜数，很多在昭通老城区有点成
就的人，都对这里感到莫名的亲切。

这里有学堂、医院，所以很多人都在
这里逗留。很多梦想依靠读书改变人生
的人到这里读书习字。那些南来北往的
人，赶着马帮从山谷中浩浩荡荡地走出
走进，将孩子送到这里读书。集贤街北
段的一户人家，看准这一商机，将临街的
几间房买下，在这里开设了客马店，进出
昭通的马帮在这里落脚，卸下从山里带

来的山货，带回粮食、盐巴和布匹等。
这就是著名的“大马店”。
来来往往的人多了，这里逐渐成了

最早的出川入滇进黔的客商的集散地，
也成了昭通古城最早的茶水铺，那些闲
来无事的老城居民，就喜欢来这里喝
茶，听人摆古。

当年，识文断字的人少，这里逐渐成
了文人雅士和商贾集聚的地方。有钱、
有闲，自然就有人追捧，集贤街的称谓也
就在某个读过一些书的人的嘴里说出
来，殊不知，竟成了这条街的官方街名。

（三）

集贤街不断变化，不知不觉间，昭通
城市的建设步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
在提速。曾经在“大马店”晃悠的人逐
渐少了，很多人开始思考致富的门道。

在计划经济逐渐落幕，市场经济
慢慢萌芽、发展的时候，集贤街的临
街房屋交易频繁，很多经商后挣到
钱或有一点存款的人，在昭通城区
购置了房屋。位于昭通城东大门
北端的集贤街，因为学校和粮食
市场就在附近，遂成了购房者的
首选地。

年过花甲的范荣刚清楚地记
得，当年父亲在某供销社工作，靠
微薄的工资养活了他和兄弟姊
妹，后来父亲到昭通纸箱厂工作后，
省吃俭用攒了一点钱买下了集贤街上
的一间瓦房。因此，范荣刚伴着昭阳区
一小的上课钟声长大。

在槐树下捡拾纷纷扬扬的槐花的
范荣刚，没有把槐花放在书本上，而是
追着槐花奔跑，贪玩的他没有感受到书
本的芬芳。后来，范荣刚通过招工到
一家企业工作。对于孩子，他要求严
苛，孩子也不负众望，大学毕业后
考取了研究生，几经努力，成了一
名医学博士，毕业后有了一份体
面的工作。

时间浣洗范荣刚的过
去、现在，还将嵌入他的未
来。退休后的他，就在集
贤街附近闲逛。“你们要
搬走了，可我要和这条
街周旋下去！”他开
着玩笑，与过往的
街坊邻居打完招
呼后，坐在街道
的拐角处，点
燃 一 支 香
烟，默默地
吐 着 烟
圈……

时光没有舍弃集贤街的居民，从天
南地北而来且集聚在这里的居民，青春
年少时，这条街赠予他们艰难困苦，在
他们暮年时，这条街也进入了暮年，日
渐冷清，年轻人不喜欢住在这里。这
里，汽车开进来很难掉头，为了工作方
便或孩子读书方便，大家纷纷在新开发
的小区购置了房屋。

居住在这条街道的大多是进入暮年
的老人，也有一些进城务工、做生意的人
在此居住。集贤街成了昭通人通往目的
地的一条便捷通道，但很少有人会再次
停下，那些步行的人，匆匆穿过这里，去
往八角亭农贸市场买菜，或者经过这里，
去辕门口的箭道广场、公园路的清官亭
公园玩耍，只有一些喜欢去大局街、建国

街、泰来街茶铺的老人，才会每天穿
过街道，来这里喝茶、打牌、聊天，打
发难挨的时光。

（四）

集贤街最大的变化是物理空间
的存在意义和现实状况的多次转
身。作为昭通老城区的一条老街，群
众对于这条街道的叫法一直停留在

“莽子街”上。实际上，集贤街的正式
名称变化是这样的：德育街—向阳街
—集贤街。街道名经过多年的变化，
还是回到了最初的民生和理想交融
的模式——集贤街。

以我来时路，赠你沿途灯。时光
晃晃悠悠，最后还是回到原点，一路
走来的集贤街的街坊邻居，还是败给
了时间。他们在这条街上迎接过最
艰难的岁月，伴随着时代发展的鼓
点，他们终于默默地把手中的接力棒
交给下一代。那些走出老街的人，偶

尔会回来看一看不愿意搬走的父母，转
身又要开始自己的生活。拼命奔跑的孩
子，也会因为牵挂而重复父辈的路——
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集贤街一眼望不到头，不是因为街
道太长，而是因为它在经过原昭阳区第
一小学附近拐了一个弯。很多在这里出
生、成长的人，不管是贪玩的少年，还是
浪荡的游子，到了学校后就要拐弯，有的
就此洗心革面、专心学习，有的拐个弯，
一溜烟就投入到城市的诱惑中。

多年以后，这些人就因为这一个拐
点，拥有了不同的人生。

一拨又一拨的人，老了以后，都会
重走一下集贤街。在街道的拐角处，很
多人会停下脚步，思考此生的对与错。
这面刷了防水漆的墙壁犹如一面时光
之镜，不动声色地将每个人的表情记录
下来，然后投射给他们，把他们的背影
拉得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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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三

一天天“老”去的集贤街。

集贤街旧貌。

集贤街街口。

寂静的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