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了解一座城市，从行走开始，而地名

则是打开城市记忆的钥匙，是“流动”的
路标。

在昭通生活过的居民，几乎都知道
“馋嘴街”并非官方命名，其正式名称是
“崇义街”。然而，这一地名仅存在于地图
与文献中，承载着崇德尚义的朴素而美好
的寓意。之所以被称为“馋嘴街”，究其原
因，与美食脱不了关系。馋嘴街的前身与
昭通古城的发展密不可分。清末至民国
时期，崇义街一带曾是铁匠铺、铜工坊
的聚集地，后随时代变迁逐渐转型为
商贸区。20世纪 80年代，录像厅、
舞厅兴起，夜生活带动了小吃摊经
济发展。崇义街因毗邻陡街、人
民电影院，成为夜间人流聚集
地，最终演变为美食街。

夜幕降临，馋嘴街的灯
火，伴着美食和诗情，展现出
独特的韵味。商贩们推着三
轮车、架起小火炉，售卖煮花
生、烤洋芋、小肉串等小吃，
烟雾与香气交织成夜市的标
志性画面。食客们在烧烤的
烟雾与啤酒的酣畅间讨论街
名，最终以“馋嘴”这一直击
人心的词汇一锤定音，使其
成为昭通人心中最具烟火气
的代名词。

曾经的馋嘴街，是一条
汇聚了各式昭通特色小吃的
美食街，琳琅满目的小吃不断
撩拨着食客的味蕾，让人应接
不暇，什么都想尝一尝。特色
小吃往往有着独特的魅力：它们
深藏于街巷，门脸不大，可偏偏人
流如织，即使站着等座位也心甘
情愿。这些小吃是城市的烟火气，
它们依靠市井舌尖的极致体验待
客、留客，成为昭通人日常生活的生
动注脚。

这样的景象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期，那是馋嘴街的“黄金时代”。

随着旧城改造，馋嘴街上的商店从昔
日的木板房变为现代商铺，但夜市依然保
留。摊贩从街心转移至门店，形成“门店+
摊位”的混合经营模式，锅锅饭、罐罐米线
等传统小吃与奶茶、冒菜等新潮饮食并
存。然而，随着昭通城区的扩大，原来的
馋嘴街逐渐成为以经营服饰等小商品为
主的街区，而多数小吃则被挤到挑水巷、
蚕豆街或其他街道临街的门店。

馋嘴街虽未被官方正式命名，但其
品牌影响力仍在扩展。昭通城的东北
部，出现了省耕水街、烧烤一条街、富强
市集美食城；正北边，有远大美食城；南
边，有凤凰美食城；西边则像许多大城市
一样，美食街走进了商场……四方食事，
不过一碗人间烟火。馋嘴街不仅满足了
食客的需求，还拓宽了美食的范畴。

如今，入夜后的馋嘴街，服装、手工
艺品、儿童玩具摊穿插其中，叫卖声与霓
虹灯交织，延续着“未被命名却永不落
幕”的市井活力。虽不及“黄金时代”的
盛况，但游客来这里走一走、转一转，也
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感触。

官方地图的缺席反而赋予了馋嘴街
更自由的文化意义。

（二）
没有“名分”并不等于没有这条街

道，馋嘴街承载的是一代人的味觉记忆
与生活哲学。

从辕门口顺着陡街往下走，快到连
接西街的地下通道时，你便会被右手边
那条热闹的巷子吸引。闲暇时光，带着
一副“馋嘴”走进它，身心都会愉悦起
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摊主的热情，感
受到他们对食物的用心和热爱；你可以
与其他游客交流，分享美食心得，一起探
讨昭通美食的魅力。这里不仅是一处用
舌尖品味的地方，更是一个用心灵感受
的天地。

说到馋嘴街的美食，昭通人一定会
想到锅锅饭。在这条街上，几乎没有人
能拒绝锅锅饭。一家昭通锅锅饭的店铺
夹杂在两家服饰店中间，初看有些突兀，
久看却显得格外和谐，逛街累了、饿了，
就在这里歇一下脚，吃上一锅热乎乎的
饭菜，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很多本地人说，这家昭通锅锅饭算得
上是一绝，“每次必点香肠火腿锅锅饭”。
玉米、毛豆、火腿、香肠铺满锅面，绿的、黄
的、红的，色彩明艳，让人很有食欲。香味
扑鼻而来，直击味蕾，每一锅都是老昭通
的味道。但也有人说：“不喜欢。”

30 多年来，陈俊和陈英两姐妹一直
经营着这家店铺。她们做的锅锅饭，让
出生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从小吃到大，让
定居于此的外乡人赞不绝口，也让来昭
通旅游的过客纷纷打卡留念。

店内六七张座椅左右对齐，食客们
熙熙攘攘地坐下、起立……

这边，
一 位 父 亲 带
着孩子，面前各
放着一锅饭。一锅
饭通常是一个成年男人一
顿的饭量，对于大多数小孩、女性
来说，吃不完是常有的事。孩子先吃完
喜欢的菜品，再慢慢吃饭，吃到一半，就
没了再吃的欲望。而父亲则多要了一些
咸菜，饭吃完了，菜却还有许多。他转过
头对孩子说：“现在，用我碗里的菜换你
碗里的饭，如何？”孩子高兴地答应了，像
一头小猪一样“吧嗒吧嗒”毫无顾忌地吃
了起来。这是一种人生幸福，无声的父
爱让时光变得温暖。

那边，一位女子吃锅锅饭的方式很
有意思。先将表层的菜扒开，将米饭吃
掉一半，再慢慢品尝菜的滋味。吃到最
后，锅里还剩一两块肉，她惬意地用筷子
夹起最后一块肉放进嘴巴里，回味无
穷。而同一个时刻，她对面伙伴的碗里
还剩下半锅饭。她说：“倘若一开始就吃
菜，饭就会显得很难吃，先将难吃的吃
了，才会越吃越开心。”这或许是一种人
生境界：先吃够了苦，才晓得生活原本是
甜的；若是好吃的吃多了，便会想要更好
吃的，吃苦就变成了一种煎熬。

从小生活在馋嘴街的陈俊，说起家
门口的这条街，全是对旧时光的怀念。

“听奶奶说，建城时，人们从鲁甸把
砖一块一块地运进城，用来修建城门。”

“那时，对面这一排是济川门，斜对
面是月中桂。”

“那时的馋嘴街热闹非凡，想吃什么都
有，烧烤、酸辣饺面、米线、糖水鸡蛋、锅贴、
包子、馒头、锅锅饭、汤圆……应有尽有。”

在陈俊的回忆中，那些旧时光仿佛
近在眼前。

1993年，陈俊还在广东务工，看到当
地的煲仔饭觉得很有意思。来年春天，
她不再计划外出，趁着闲暇和就业空窗
期，开始尝试制作昭通版本的煲仔饭。
经过多次尝试，她慢慢掌握了技巧，开了
当时昭通的第一家锅锅饭。陈俊清楚地
记得，她和姐姐的锅锅饭店在 1994年 10
月1日，那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正式开张。

2008 年以前，陈俊家的老宅和馋嘴
街上的其他房屋一样，都是瓦房。那时，
在家门口烧一炉大大的炭火，火上摆放
七八个小砂锅。每到午饭时间，食客渐
渐多起来，两姐妹忙得不亦乐乎。2008
年以后，旧城改造完成，街两边的房屋大
多变成了二至三层的建筑，以青灰色为

主调，环境虽然变好了，但街上的烟火气
似乎不如从前浓郁了，街心更多的是服
装店和饰品店。

“从年轻小女孩干到现在的老奶奶。”
在看似轻松、风趣的言语间，不知隐藏着
多少岁月的磨砺。岁月在陈俊身上沉淀
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曾经的天真烂漫早已
被内敛深沉所取代。她的眼神里透着一
种看透世事的豁达，不再为琐事慌乱，面
对生活的波澜，总能从容应对。

（三）
在馋嘴街，你不仅仅是在品尝美味，

更是在感受一种文化的传承。
短短几百米长的街道，走完它却要

花上半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从馋嘴街
的一个街口向上延伸出去的，是十分有
名的挑水巷。一段时期，在原来顺城街
与崇义街中间的位置，有一口长方形石
砌水池，全城的人都曾在这里挑水以维
持生活。

这口水池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从
地方县志了解到，它位于红旗旅社处。
早年间，昭通城的水源来自城北的大龙
洞，距昭通城 10余公里。为了市民更方
便用水，当时的昭通知府开利济河，辟中
沟，引水至城，并在城西附近的红旗旅社
处，凿土成渠，为利济池。后来，时任知
县用条石镶砌，以资城中汲饮，面积 600
余平方米，人称下水塘（下堰塘）。馋嘴
街在之前也曾被称为“水塘子”。

除了下水塘，昭通城里还有一个上
水塘。据志书记载，在城北县府门前靠
半边街一角，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因
利济池难供汲饮，知府筠翮复建，俗称上
水塘，面积略次于下水塘。

今天，这两个水塘都已不复存在，留
给昭通城百姓的唯有三多塘，即清官亭
的前身。

“者点水无多，一官已留清白去；此
间尘不染，何人更踏软红来。”提到清官
亭，就不得不说王禹甸。

王禹甸在昭通做了许多事，其中被
老百姓最为夸赞的，是他到任恩安知县

后，为了缓解昭通城饮水困难，与当地士
绅和百姓共同商量，听取群众意见，在修
建上水塘、下水塘的基础上，于嘉庆十四
年（1809 年）又在城西北扩修了一个水
塘。因该水塘及附属设施为大家共同商
量所建，便以王禹甸“看多、做多、商量多
也”的座右铭，将其命名为“三多塘”。三
多塘建成不久，王禹甸便任满离开。3年
后，昭通遭遇大旱，上水塘、下水塘完全
干涸，好在有三多塘，解决了全城居民的
生活用水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障
作用。因此，老百姓十分怀念带领修建
三多塘的王禹甸。

走在馋嘴街上，听着下水塘、三多塘
的故事，时间仿佛再一次折叠。你会看
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王禹
甸，正坐在案桌前苦思冥想地勾画着三
多塘的图纸；会看到下水塘前，那群左手
扶着扁担、右手提着空桶等待打水的挑
水人，穿过馋嘴街、经过挑水巷，到达生
活的远方；会看到馋嘴街形成之初，商贩
的吆喝声，以及市井百姓生活中的酸甜
苦辣咸……

向年纪较长的居民打听，红旗旅社大
概位于挑水巷街口11点钟方向的馋嘴街
上。后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居民不再
为吃水发愁，挑水的人少了，水池的功能
也弱化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红旗旅
社及周边已被陡街—馋嘴街商圈所取代，
但挑水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被昭通人
代代传承，馋嘴街上那群自力更生、勤奋
好学的百姓被昭通人代代效仿，清官亭里
那些清正廉洁的故事被昭通人代代传颂。

（四）
历史中的馋嘴街算得上是一个小江

湖。既然是江湖，就有“名人”。
在馋嘴街上，大家最先想到的不是

什么达官贵人，而是一位喝醉酒后常常
从街头到街尾一直在“打拳”的市井老
者。他口中那句“我的螳螂拳”，至今仍
是大家茶余饭后的乐子。然而，直至死
去，那位老者也没有正经地展示过他的
螳螂拳，而是带着老酒的芬芳回归了泥

土 。 对 于 他
的 孩 子 ，馋 嘴

街上的居民无不
竖起大拇指，那是大

家在笑声中望尘莫及的
赞叹。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馋

嘴街上茶馆盛行。其中，“武林茶
室”的顾客大多是昭通城里混迹江湖

之人，他们有闲且有点小钱。上午，南门
的人进了门，跟店家打声招呼，泡茶、喝
茶，一群人天南海北地闲聊，一上午的时
间就这样打发了。下午，北门的人进了
门，同样的语气、同样的动作。一天里，
南门的、北门的、西街的茶客从不相见，
若真是见了面，必有一场恶战上演。

去茶馆喝茶的老顾客彼此熟识，他
们慢慢地老去。他们的子女或是找到了
体面的工作在城里扎下根，或是背井离
乡远走他方。唯这些老人，守着陈年旧
事，消耗着人生剩余的时光。

此外，杨文星口中的“七彩不夜城”
也是馋嘴街上小江湖的要害之地，而他
家的杨记回民餐馆的味道，同样是昭通
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说到昭通的武术高手、江湖名人，耿
二金刚的名号在昭通老百姓心中是举足
轻重的，他的故事更是在昭通这片土地
上广为流传。

耿二金刚生性豪爽，喜欢喝酒，善吹
一对鸳鸯铁笛，平时没事的时候经常去
辕门口的一家酒楼饮酒赋诗。有一天，
耿二金刚被街坊邀请去饭店吃饭。众人
都知道他功夫了得，便想试探一番。他
们让厨师把烹调好的一桌菜肴摆在饭店
门槛处，三只脚凳在门槛里，一只脚凳
在门槛外，进不能进，出不能出。众人
请耿二金刚入席。耿二金刚见状，心知
是众人有意刁难他。只见他微微一笑，
俯下身去，左手托着门外的那只桌脚，
右手轻点酒杯，说了句“诸位请”。说时
迟，那时快，转瞬之间，那桌席已被端进
堂屋，耿二金刚一个转身，已端坐在主
位上，桌上的汤菜竟然没有一丁点儿洒
出来。

这样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是真是
假，无从印证，也无需印证。为人豪爽、行
侠仗义、拔刀相助等词语诠释了耿二金刚
这位名人的传奇人生。岁月带不走他那
熟悉的姓名，而修复中的耿氏宅院就是最
好的证明。

在昭通这座充满历史的城市里，馋
嘴街承载着城市的味道记忆。也许它看
起来不够光鲜亮丽，却以其独特的市井
气息，与繁华街区的车水马龙、与生活在
城市里的人们保持着某种默契。春天悄
悄爬过屋檐，最后在巷子的某个角落生
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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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风拂过乌蒙大地，唤醒了沉睡的古城。
昭通古城的老街巷，就像城市的掌纹，一墙一瓦间镌刻着城市的演变、文

化的脉络、岁月的诗行。作为昭通古城唯一一条拥有两个街名的街巷，馋嘴
街（崇义街）是昭通历史文化和美食特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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