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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原本没有把小巷专
门挑出来介绍的打算，但在
对昭通古城的肌理进行梳理
的过程中，发现小巷也是古
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人文环
境里，昭通古城的小巷有着
别样的芳华。最近，《昭通日
报》的视界版推出“街巷志”
栏目，读了几篇，觉得特别有
意思，确实，在关注昭通古城
的人文历史时，不能不关注
小巷，哪怕是匆忙的一瞥。

对于巷，没有专门的定
义，泛指较窄的街道。我的
理解是，巷是窄的街，街是宽
的巷。哪种叫窄，哪种叫宽，
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比如，
成都有个宽窄巷子，是由宽
巷子、窄巷子、井巷子构成，
总长约500米，是从清朝年间
保存下来的古代街道。较宽
的称为宽巷子，相对窄一点
的称为窄巷子，井巷子则是
因为有许多井而得名，这些
巷子集中在成都的市中心和
老城区，统称宽窄巷子，但到
底 有 多 宽 ，也 没 有 一 个 标
准。近年来，在城市规划中，
成都不仅把这几条街巷保存
了下来，而且注入了文化业
态，逛成都老街，尝成都小
吃，喝茶、吃饭、看川戏、品咖
啡、掏耳、捶背，在青墙黛瓦
的四合院里待一下，享受一
下慢生活，成为了到成都必
去一下宽窄巷子的理由。

巷子在全国各地都有，
特别是老一点的城市。在北
方，巷子不叫巷子，而是叫胡
同，有着北方的味道。昭通
城的巷子是清朝建城之后才
有的，会有什么味道呢？

昭通城以巷的名义留下
来的小巷并不多，有名字的
大概有这么几条：挑水巷、泰
来巷、寿福巷、殷家巷、明通
巷、十五户巷、东菜园巷、南
菜园巷、南顺城巷、牛角湾
巷。前面两条巷子在古城
内，后面几条在古城外。殷
家巷位于下西街，与下西街
相邻的爱民路，在昭通撤地
设市以前，这条路曾经是昭
阳区的行政办公中心，原昭
通地区幼儿园也在那里，人
流量很大。从西街到爱民
路，穿过殷家巷就到了，所以
大家记得住，大概是因为这
里住了户殷姓人家而得名殷
家巷。距殷家巷不远处，有
一条明通巷。明通巷有两三
百米长，是一条连接下西街
与青年路南段的巷子。记者

猜测，起名或许与昭通的含
义昭明宣通有关。十五户巷
虽在古城之外，但在旧志地
图中就有标注，可能是这条
巷子里住着 15 户人家而得
名。寿福巷则在南门内，西
接启文街、东连建设南路的
三官庙，多寿多福，刚好与老
百姓的愿望相呼应，如果骑
车或者走路，从这条巷子走，
确实方便许多，这可能是寿
福巷一直存在的理由。至于
东菜园巷、南菜园巷，则是因
为这两条巷的所在之处，以
前是菜园而起名。南顺城巷
与南菜园巷隔得不远，因为
位于南顺城街而得名。泰来
巷在古城的东北面，其存在
是因为与泰来街相连接，有
否极泰来的含义。

现存的几条巷子中，挑
水巷的名气最大。挑水巷位
于昭通古城的核心区，曾叫
中兴街，有段时间也叫中兴
巷。在昭通城没有通自来水
之前，城内井水少，居民不得
不到崇义街与北顺城街相交
的下水塘子处取水，在辕门
口附近的人家，每天必须经
过这条巷子挑水吃，久而久
之，就称之为挑水巷。在很
长的一段时间里，挑水巷与
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
至今住建部门仍沿用挑水巷
这个名字，但挑水巷的范围
界定却不是很明确。在挑水
巷迟家大院门口，有一个最
新标识的指路牌，上面出现
了南挑水巷和北挑水巷，从
迟家大院往北抵北正街，被
划定为北挑水巷；从北正街
抵崇义街这段东西走向的巷
子，被界定为南挑水巷。

在市民的认知中，从北正
街街口一直连到崇义街的这
条东西走向的巷子才是挑水
巷，其他不应该划入挑水巷的
范围。据旧志记载，从迟家大
院往北的那个巷子，曾名石门
坎，后更名为永裕巷、劝业
巷。劝业巷靠北正街街口的
那个位置，曾被叫作破沟，民
国年间曾是一个很大的公共
厕所，被老百姓叫作大茅厕，
虽然有点不雅，但确是事
实。另外，广东会馆那
一段，民间还有将军
巷的说法，将军
是谁，没有考
究，但从另
一 个 角

度可以证明，群众没有把南北
走向的这一段认可为挑水巷。

昭 通 城 的 一 些 老 街 老
巷，起名特别有意思，比如挑
水巷、杀猪巷、炭市街、草市
街、铁匠街、毡匠街、打猎巷、
毛货街、陡街、棺材铺街、索
（缩）头巷、鸡舌头街，这些街
巷名特别有市井生活气息。
绝大多数是老百姓起的，朗
朗上口，好听好记，有的已被
城市管理部门采纳。

在梳理老街旧巷的过程
中，记者发现不少街巷名称在
不断发生变化。今天，一些街
巷有的还在，有的已经更名，
有的则不在了。以街为例，炭
市街已更名，现在是北正街中
间的一段；草市街更名为文昌
街；铁匠街更名为朝阳横街；
毡匠街更名为巩固街；棺材铺
街原名仁寿街，现更名为建国
街。有趣的是，建国街与北正
街南边有条巷，曾起名为药
市，而箭道广场（原东方红电
影院处）曾经起名为草市。杀
猪巷在陡街与辕门口向东南
的背街上，应该是以前屠宰猪
的地方，现在更名为丰乐巷，
而且街道的走向也调整了，原
来是南北走向，现在改为东西
走向。

另外，鸡舌头街和索头
巷有必要专门说一下。这两
条街巷被人们津津乐道，但
具体位置在哪里，却很少有
人能说得上来。根据民国年
间的昭通地图，对照街名的
变化，发现鸡舌头街曾叫商
业右街。商业右街在哪里
呢？经仔细推敲，发现以前
的城隍庙左面，也就是现在
的广东会馆处被称为商业左
街，而城隍庙右面的小街被
称为商业右街。这个推断被
目前还在那里居住的居民周
永昆证实。另外，从地图上
看，这条街形状真像鸡的舌
头。现在，市政府南侧的建
筑正在拆除，将还原以前的
老街，也就是地图上标注的
城隍庙的位置，这样，刚好把
以前的商

业右街露出来，印证了
鸡舌头街的存在。

至于索头巷，应在陡街
右侧，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杀
猪巷附近，只是经过若干年
之后，这条巷子已经消失了，
在旧志地图上，也没有标注。

另外，对旧志中所载的
其他几条小巷，也给大家推
介一下。从东面说起，在东
正街中部，有联升巷，已被抚
镇门广场改造时占用。巩固
街南，有由学巷，起名语出

《论语·实知》中的“知物由
学”，里面还有不少古建筑，
在街的中段，还见得到牛角
巷的牌子。在原昭师附小后
面，曾经有大安巷，又名大巷
口、东升巷，现属于东升街。
在西边，有五福巷；在半边街
上段，原来叫习艺所巷。有
顺城巷，即现在的北顺城街
北段，原来的趣马门处。在
城中心，有迪吉巷。在北边，
原来的川主庙左侧，有心佛
巷。在今八角亭处，有打猎
巷，又叫由义巷。在文昌宫
附近，有文明巷，又叫小文昌
街。在镇游两署间，有庆福
巷。在镇署衙门右侧，有广
恩巷。原来的石门坎，曾名
永裕巷，又叫劝业巷。

其实，就昭通古城而言，
街与巷是相对的，如果用今
天街道命名的标准，古城 64
条街巷中，有半数以上都不
能叫街，应该叫巷。但它们
在历史上已经形成并延续下
来，成为历史的记忆，或者成
为老百姓心中的一个文化符
号。从这些街巷走过，或者
闲聊时说起这些街巷，会让
人们浮想联翩。

上面列举的街巷，也许
不是昭通古城的巷子的全
部，却有着当初命名或后来
更名的相关信息，是一种真
实的记录。

记者的采访，或许迟到
了，还遗漏了不少内容，但这
也是一种对街巷文化或者城
市记忆的保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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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业巷。

南顺城巷。

牛角巷。

鸡舌头街。

明通巷。
十五户巷。

北挑水巷北挑水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