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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牛巷北起倒桑树街粮食仓库，
南抵武侯祠大街，长215米，宽5.3米，
西侧有成都市牛羊经营部（牛羊屠
场），东侧有成都市农机公司营业大
楼。早先这里是永丰乡武侯村的菜
地。1958年，为转运粮食才修通此路，
初无名。后来，沿路建成部分单位宿
舍，逐步形成街巷。因牛羊经营部（牛
羊屠场）在此巷，1981年，成都地名普
查时遂命名为杀牛巷。

杀牛巷的“牛羊屠场”，前身是民国
时期皇城坝西侧的“小西巷屠宰场”。
民国初期，成都屠宰牛羊主要集中在

“皇城坝”，宰牛（羊）、剥皮、剔骨、煮牛
（羊）杂、炼牛（羊）油，定点挂架或走街串
巷零售牛羊肉，百姓以此为生计。那时
成都屠宰牛羊是在各家各户分别屠宰，
后来周孝怀提倡办实业，才由牛羊屠宰
户出钱，在小西巷内买了一块地，开办
了一个小西巷牛羊屠宰场。至20世纪
40年代，因当时的国民政府认为小西巷
屠宰场设在城里，影响卫生，应迁往城
外。于是，成都特牲业公会议定，由各
屠宰户共同出资在老南门外倒桑树街
南侧买了一块地，另建了一个屠场，这
就是后来面积达6900余平方米的杀牛
巷牛羊屠场（今已不存）。

杀牛巷牛羊屠场所宰之牛，凭淘汰
证明购入。淘汰标准：黄牛一般为13
岁，水牛一般为 18 岁以上。据记载，
1980—1988年，累计宰牛102014头，宰
羊52182头，年平均宰牛11335头，宰羊
5798头。其中，1980年宰牛21319头，
创历史最高纪录。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成都
牛羊特牲业曾对清真小学和西北中学
教育经费给予过大力资助。特牲业常
委会规定，每宰一头牛，缴纳大洋5角
教育经费，谓之“小捐”。后来，有人将
此誉之为成都早期的“希望工程”。

至于杀牛巷拓宽改建成大街之后，
为何另取新名通祠路，而不沿用老地名
杀牛巷呢？据说原因有二：其一，所谓

“巷”，在成都人心目中向来指宽仅几米
的狭窄街道，而非繁华大街。如果把车
流如织、人气甚旺的大街“通祠路”，原封
不动地依旧叫做杀牛巷，确实有点不伦
不类。再说，“杀牛”二字听起来有些血
腥，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
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
子远庖厨也。”杀牛巷老地名最终被弃，
才有了今天新地名“通祠路”的问世。

通祠路建成不久，成都市人民政
府在路北西侧、南河桥（彩虹桥）畔精
心打造了一个市民十分喜爱的小游
园，取名“卧龙园”。园中佳木葱茏，石
山、石鼓、水池、廊房、卧龙亭，各有风
貌，各得其所。刻有三十六计故事的
圆形大小石缸 20 余个，星星点点，散
落其间，简单而自然，却给人以美的享
受。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
科院研究员谭继和先生撰有一联“治
蜀善深思诸葛济世才由兹进步，见惑
能快断锦里繁华梦自此入门”，横批

“通祠第一景”，由著名书法家刘奇晋
先生书，镌刻在廊房门之左右及上方
的硬木条板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老实讲，爵版街这么多年几乎
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老样子。前几
天，我用自己的脚板丈量，还是246
步长、4步宽。街道没变，但人的变
化却是不小啊，当年的我这个 20
来岁的小伙子，现在儿子也满了20
岁。

爵版街平静安详、无欲无求的
样子真的是很好。街道有时真的和
人一样：有的人年轻时如花似玉，但
经不起岁月的风吹雨打；有的人从
小并不漂亮，甚至还有几分未老先
衰的征兆，但到老也没有多大的变
化，甚至显出越活越年轻的劲头。

爵版街就像是这样一张老脸，过去
是这样，现在依旧如此，你不必担心
它的衰老，恰恰相反，有时你却怕一
夜之间她被整了容，街道变宽，院墙
和房屋外立面穿上了新衣服，变得
年轻漂亮却失去了往日熟悉的韵
味。

有的人追求日新月异的新
奇，有的人却怀念千年不变的悠
长。爵版街属于后者，它用永不
改变的腔调给你讲老成都平凡却
耐人寻味的故事。现在，不是常
常讲“永不拓宽的街道”吗？爵版
街算是其中一条。

结婚前好长一段
时间，我和父母同
住爵版街。

成都人读音很
有趣，比如“鞋子”与“孩子”的读音相
似。外地人初来成都，第一次听见本
地人说“买鞋子”会很奇怪——难道
孩子还可以随便买吗？同样，“爵版”
和“脚板”读音一样，因此每次介绍家
庭住址的时候，别人总会问我：“啥子
脚板街？好奇怪的街哦。”

爵版街是成都十七中初中部
后面与红星路平行的一条小街。南
起藩库街、如是庵街和穿巷子交会
处，北与干槐树街丁字形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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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的西侧一大片现为成都
十七中初中部，我读高中时这里是
成都三中。早年的志成法政专门学
校开设在这里。不少文章说志成法
政专门学校由吴玉章创办，陈毅元
帅是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其实，吴
玉章创办的是留法预备学校，借用
了志成法政专门学校的校舍。而陈
毅虽然在志成法政专门学校的校园
里学习，但他却是留法预备学校的
学生。1919年，陈毅就是从这里前
往法国，开始了留学和革命生涯。

当年，我家刚搬到爵版街的时
候，沿街是露天自由市场，每天都是
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此起彼伏的叫卖
声。住在附近文联宿舍的著名作家
流沙河常常在这里买菜。那段时
间，母亲回家第一句话往往是：“我

今天又看到流沙河啰，也在买菜。”
在普通人眼里，名人的一举一动好
像都是新闻。

现在，自由市场早已消失，整
条街道除了南头修建了一栋大楼
之外，没有其他太多的变化。三
中、成教院，以及《四川日报》等单
位的宿舍好像赋予了街道一种人
文基调，这条街文化人多，街道很
安静，偶尔有散步的老人和放学的
小孩从梧桐树下走过。小商小贩
来这里，好像并不是为了做生意，
而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歇歇
脚。我们全家早已搬离了这条
街。父亲定期会回来，在老宿舍区
的收发室取信件和杂志。而我时
不时来此，是为了拍几张照片，记
录下街道微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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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名片叫名刺，如果是官
场上使用的印有官衔的名刺就叫
作名帖或者手本，而印制这种名片
的雕刻木版就叫作爵版。这条街
上过去有专门制作和销售爵版的，
因此取名爵版街。

其实，在1949年以前的老成都
地图上，爵版街都标注为“脚板
街”。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撰的

《成都城坊古迹考》介绍：“‘脚板’为
‘爵版’之讹。街旧有印刷爵版之店
铺，街以故得名（一九八二年已正名
爵版街）。……爵版即清代下属见
上司所用之手本，形如今之工作证，
但较大，上书姓名、职衔等。‘爵版’
二字为商店迎合雇主而取之佳名。”
文中所说的“工作证”也就是现在流
行的名片，《成都城坊古迹考》编写
时，名片还没有在内地兴起，所以用
了“工作证”一说。据《成都城区街
名通览》介绍：“清时，布政司下属的
照磨厅设此，厅内有专制爵版的部
门，街由此得名。后谐音成‘脚板街
’。1981年地名普查时恢复原名。”

随着时代变迁，后来的爵版街
与名片没有什么关系了。清末民

初有一位著名的文人林思进就住
在爵版街，现在我们研究成都地方
史，有一本必读的书叫《华阳县志》，
就是他的著作。他家门口有对门
联：“大爵乃尊，湛冥自贵；天版为
业，传颂无穷。”1944年，史学大师陈
寅恪曾专程登门拜访，行跪拜叩头
大礼。有老成都人记得，林老当时
先后在成都府中学堂、华阳县中、成
都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师范大学、成
都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以及四川大
学等几所学校任教。上课一般坐黄
包车去，如果学校离爵版街太远，途
中在固定地点还要更换车夫。我在
查阅成都二中校史资料时，无意间
看到这样一段记录：省成中首任校
长杜致远为了聘请社会上的名教
师，他一面登门礼聘，一面优给待
遇。他自己月薪200元，名教师和他
一样。一时间，学校老师人才济
济。教师们大多坐私家黄包车来上
课，校门口私包车排成一长串。在
这些来上课的大学名师中，其中就
有四川大学的国文教授林思进。可
以想象，当时成都这些中学的师资
力量有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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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都实施畅通
工程，在辟建东城根街南延线“文翁路”和
新架“南河桥”（俗称彩虹桥）的同时，在南
河桥至武侯祠大街之间又开辟了一条宽
阔的街道，这就是后来命名的通祠路。通
祠路建成之前，这里有一条小巷子也能通
武侯祠，叫杀牛巷，鲜有人知道罢了。

通祠路卧龙园。

成都通祠路北端彩虹桥。

爵版街片区街道示意图。

狭长的爵版街。爵版街上的老三中。
（图中爵板街应为爵版街）

爵版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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