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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视界

之三十

时光在不经意间流逝，那一群人、那
一件事，总在一个地方不断地重复，不断
地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除了街道上岁
月留下的痕迹外，还有人们的容颜，而那
些曾经鲜为人知的故事也将慢慢地湮没
在历史的长河中。东正街，昔日车水马
龙、人潮涌动，如今已荣光不再。对于东
正街的变化，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早出与
暮归中坦然面对、淡然接受。

（一）
东正街，顾名思义就是从东边进出昭

通古城的正道。
昭通古城有四道城门，分别是东边的

抚镇门，南边的敉宁门，西边的济川门，北
边的趣马门。历史上，四大城门为进出昭
通城的主要通道。站在位于德育街口的
海鸥照相馆门前，透过一块绿色围挡，依
稀可以看到一段城墙和一些老建筑，被岁
月吹拂的砖墙、变得腐朽不堪的木屋，都
在诉说着昭通古城的过去，它们见证了昭
通城的变迁，静静地俯瞰着与之相邻的德
育街、朝阳街、永胜街等街道，并把日出与
日落、繁华与落寞都深深地隐藏于市井之
中，任岁月的风雨慢慢地吞没记忆。

2008年，昭阳区政府对旧城区进行改
造，并对扩建后的昭通城进行提升，抚镇
门被移建到云兴街东段，与原抚镇门位置
相距 500米左右，其下就是建设南街和东
升街。改造后的抚镇门，占地面积广阔，
既有重檐，又有城楼，庄重巍峨，是一道名
副其实的城门。与之相比，改造后的趣马
门、济川门虽设有重檐，却未修建城楼，更
似古老的牌坊。

据史料记载，抚镇
门建在东正街与建设北
街交会处，题名“迎晖
楼”。在昭通市博物馆
内，还能看到拆除前的
抚镇门的照片，城门恢
宏，很有气势，除了城楼
上题写的大字外，城门
下面还有城门洞。昭通
四道古城门之间，还有
城墙相连。在那个动乱
的年代，为了抵御外部
势力入侵，有效保护城
内 群 众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在昭通城建设城门
与 城 墙 ，也 在 情 理 之
中。昭通古城的城门与
城 墙 ，自 清 雍 正 十 年
（1732 年）建成以来，存
续了 200 多年，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初才被拆
除。据当地居民介绍，
如今的朝阳街就是古城
墙 所 在 的 位 置 。 改 造
后，昭通古城的城墙分
成了几条街，现在的建
设南街、建设北街、南顺城街、北顺城街都
是古城墙的一部分。

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拆除城墙与
城门并不是明智之举。如今，对古城进行
改造，将一些文物进行修缮并加以保护，
就是为了让古城文化唤醒昭通人的记忆，
为文化强市添砖加瓦，让世人记住这座被
文化浸润的古城。

如今的东正街，东起小河边街，西至
朝阳街口，全长也就五六百米。东正街把
建设街一分为二，即建设南街和建设北
街。东正街也被建设街拦腰切断，东边卖
菜，西边则是经营餐饮、服装的店铺。

每天穿梭在东正街的人们，都将沿街
铺面的人和事记得一清二楚。街道还是
那条街道，人还是那些人，如果某一天某
人缺席，也许人们会念叨一段时间，但人
们的记忆会很快“刷新”，这就是生活，也
是人生的真实写照。

（二）
站在小河边街与东正街的交会处，向

小河的两端望去，有肉铺、蔬菜铺，但更多
的是村民设置的临时摊位。附近的村民
将自己种植的蔬菜挑到小河边街售卖，再
用这笔收入购买一家人的生活必需品。
他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在卖与买之间不断
切换的过程。受小河边街的影响，东正街
东段，即从建设南街、建设北街的分界线
处到小河边街一带主要售卖蔬菜、水果和
肉食。市民每天都能在这一带买到新鲜
食材，所以这几条街道每天都是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商贩的叫卖声、顾客的讨
价还价声成为这一带最具烟火味的乐章，
几十年不变。

东正街 165号，是一个四五十平方米
的院落。在院落靠里的地方分布着几栋
居民房，房子旁边，一株女贞树格外醒
目。尽管寒风凛冽，但女贞树的枝叶依然
碧绿青翠，为这个小院平添了一抹生机。
在靠墙的一条长凳上，一位老者正悠闲地
抽着烟，不时地将目光投向人流涌动的东
正街，也许在回忆过往，也许在畅想未来，

也许在用心感受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幸福。
这位老者就是 90 岁高龄的铁朝举。

老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我们连连
和他打招呼，他才回过神来。在采访中，
老人的思绪又慢慢地回到了从前。“我 7
岁时，就随父亲从老家八仙村搬到了东正
街，此后，我经常跟着肩挑坛坛罐罐的父
亲走街串巷，长大后我先后进入公安、城
管等部门工作。”提及往事，老人思路清
晰、谈吐自如。

说到东正街的变化，铁朝举的表情虽
然没有什么变化，但他脸上交错纵横的皱
纹表明这条街道已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记
忆中。据老人回忆，几十年来，东正街变
化并不大。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条
街上的房子都有一条挑出街面的实木走
廊，韵味十足。后来，因为木材逐渐腐朽，
这些走廊便被人们一一拆除，街道面貌也

随之改变。如今，街面上的老房子大多残
破不堪，尽显沧桑。十字街口矗立着的就
是昔日的老城门抚镇门，而老城墙已经被
改造成了街道。老人还说，若干年前，东
正街上有一个杂货铺，里面可以买到油、
米、盐、酱油等生活物品。当时，东正街上
还有很多收购牛皮、羊皮和山货的铺子，
其中，陈家、陶家、虎家、张家的铺子较为
出名。这些店主将收购的牛皮、羊皮出售
给昭通皮革厂，从中赚取利润，成为这条
街上最早富裕起来的人。如今，他们已纷
纷搬离东正街，去往其他地方生活。

在铁朝举的记忆中，小河边东正街入
口处叫村厂，是一个拴马的地方，过往的
客商将马拴在此处，然后进城，所以东正
街上有两家马店。从街口进来之后，就是
专门收容流浪汉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人们在此修建了很多住房；现在的
兽医站所在地，是以前烧砂锅的地方……
老人还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如果不是
我们主动问起，这些人和事都将成为很多
人不知道的过往。

站在位于小河边街的东正街口仰望
东正街，余晖中，金黄色的街道上人来人
往，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生活的气息，让
人仿佛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烟火人
生。然而，再过几十年，东正街或将不复
存在。

每一条街道上，都有一群待着就不想
离开的人，他们在这里谋生，在这里生活，
久而久之，街道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而他们则变成街道上的一个音符。

东正街上有一家建于二十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老店，它见证了东正街的变
迁。这家店就是位于东正街 17 号的刘
华饭店。

在东正街附近长大的刘平华，从小就
跟随父亲打理饭店。他依稀记得，那时的
店名叫清香园，之后改名为正东饭店。后
来，他们一家用拆迁款买了现在的门店，
并取名刘华饭店，如今，刘华饭店已经开
了38年。

站在东正街 17 号门店前，店内加工

食品时产生的热气携带着阵阵香味，从
门口悠然逸出，弥漫四周，令人垂涎欲
滴。一块由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颁发的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昭通圆子（大
刀圆子）制作技艺”牌子挂于门头，数名
工人在里面忙得不可开交，一道道美食
在他们的精心加工下，成为昭通人难以
忘怀的记忆。

刘平华说，他们一家开饭店时，就决
定依托昭通的特色美食，并不断融入个人
心得，逐步完善昭通“八大碗”，以此打造
出一套令人回味无穷、铭记于心的菜品。
30 多年来，他们一家一直坚守这个理
念。如今，他们店里的昭通“八大碗”已经
成了招牌菜，不仅吸引了一批批新顾客，
还成功地留下了一批批老顾客。

昭通“八大碗”是昭通宴席菜的一个
别称。据介绍，传统的昭通“八大碗”有酥

肉、墩子肉、烧白、粉蒸肉、笋子汤、
大刀圆子、绣球圆子、金钱凉蹄或
金钱火腿，全部用碗装上桌，象征
团圆美满。昭通“八大碗”中的菜
品除 5 个固定菜品外，其他菜品按
季节时令而配。昭通“八大碗”的
制作讲究味纯汤清、有荤有素，通
过炖、煮、烩、炸、烧、蒸等烹饪程序
精制而成。

刘华说，他们店里最为出色的
菜品为大刀圆子，是将瘦肉加工成
肉末，再拌上鸡蛋等配料，经过油炸
而成，金黄色的大刀圆子可以蒸热
切片直接食用，也可以切片煮汤，加
上鲜嫩的豌豆尖，清新爽口。2022
年，大刀圆子成功申报为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目前，店内的昭通“八
大碗”除大刀圆子外，还有肥而不腻
的烧白、粉蒸肉、红糖猪油八宝饭、
大骨汤炖干笋、凉拼盘、酥肉汤、墩
子肉。刘平华还把生意做到了线
上，顾客通过抖音等平台都能下单

购买昭通“八大碗”。同时，饭店还推出了
一些新的菜品，比如血豆腐、卤肉、香肠
等，顾客越来越多，生意兴隆，每天到店品
尝的食客有三十几桌，线上订单日均一百
来单。店内的工人虽然有二十几个，但每
天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临近春节，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昭通
人记忆中的“八大碗”，饭店特地推出预订
年夜饭等服务。

也许，再过几十年，昭通“八大碗”不
再受人追捧，但至少它是昭通人记忆中
的地方特色菜品，是几代人用心呵护的
城市记忆符号。正如刘正华所说，很多
人都不记得东正街曾经的名字——牛记
石。曾经，东正街是从东边进出昭通古
城的交通要道，时间久了，牛车、马车的
轮子竟将街道压出了两条深深的印迹，
因而得名“牛记石”。东正街与永胜街口
的大马店早也不见了踪影，那些人欢马
嘶的场景早已湮没于尘世中，没有多少
人还记得。或许，东正街上的烟火气、刘
氏“八大碗”这些街道符号，也会随着岁
月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遗忘，鲜有人再
记起。

东正街：岁月湮没的要道之光
记者 毛利涛 杨 明 唐龙泉飞 谭光吉 莫 娟 文/图

东正街标识牌。

斑驳的民房。

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往事。
每一个转角都等待着故事被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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