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论街娃儿与街
道空间，目的并不在于
钩沉历史、品味民俗和
回忆童年，其实关注的
是这样的话题：现在的
城市为什么街娃儿变
得如此少见？

现代的城市看重
土地的高效利用，以及
机 动 车 的 通 行 能 力 。
为了追求更大容积率
与建筑密度，楼房修得
又高又密，但住户之间
相互往来的机会和空
间却变得少了；房子离
得近，心理距离反而越
来越远。

马路修得又长又
宽 ，甚 至 设 置 了 隔 离
栏 ，街 道 两 侧 自 由 的
交流沟通变得有些困
难 ，面 对 连 绵 不 断 的
车 流 ，老 人 和 小 孩 感
觉 过 马 路 比 过 河 还
难。街头也不再是孩
子 们 游 玩 的 乐 园 ，平
时 回 到 家 里 要 么 吃
饭，要么做作业，空闲
的时间多半是上网玩
游戏或奔走在各类补
习学校之间，或者，在
没有兴趣的兴趣班里
度日如年。你会发现
从早到晚街道除了拥
挤的车辆和行色匆匆
的 路 人 ，几 乎 看 不 到
孩子们活泼的身影和
欢快的笑脸。

“街娃儿现象”是一
个值得深思和探究的课
题，如何在提高交通安
全管理水平和交通效能
的同时，兼顾街道的体
验感与舒适度？如何
建设更宜居的城市环
境和公共空间？如何
让街道成为百姓生活
的乐园和城市文化的
重要景观？如何让孩
子在城市的街道里享

受和我们当年一样快
乐自在的童年？

在街头摄影，我有
做笔记的习惯。为了
写文章，我翻开了原来
的摄影手账，里面有这
样的记录：

龙王庙街东段有
老屋连片；老在龙王庙
正街悠闲散步的大灰
狗；街段长 150 米、宽 7
到 8 米；在街西头和铜
井巷各有一公厕，全街
无茶铺。

北侧双号，店铺依
次为祥云食品、卿卿鲜
鱼、代氏豆浆油条、简
阳羊肉汤、便民蔬菜、
古今豆浆、眼哥肉店、
聚烤坊、小胡水果、四
季水果、贾奥鱼店、邱
家大院、警务室、无名
肉店、兄弟绝味冒菜、
翰皇修鞋、张记干杂、
胖 哥 鲜 鱼 店 、黎 姐 蔬
菜、46 号大院、鸿鑫五
金 交 电 、陆 姐 便 民 干
杂、早点肉摊、二姐串
串香、盐亭土鸡、60 号
大院、四通干杂、龙回
头家常菜、针线摊、70
号 大 院 、宜 宾 特 色 烤
鱼、爱冰妮、老街食堂、
兴 达 文 具 、无 名 服 装
店、龙王庙正街小学。

南侧单号，依次为
熙园包子、胖姐冒菜、长
虹家电维修、宜宾纯高
粱酒、军屯锅盔、建材
铺、张切面、脚病修治
店、龙王庙豆制品、如意
棉絮加工、样样好蔬菜、
味聚龙虾馆、郑氏骨伤
科、彩票店、通威香肠
店、永盛经营部、战旗包
子、忠忠饼屋、菊乐奶
屋、香满堂茶叶店、归来
发屋、晨光文具、纯银净
地、瑞风水洗、老乌婆芋
儿鸡、绝城芋儿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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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是街头的快乐时段，会掀起

一个小高潮，让人有些兴奋，充满莫名
的期待。所有的孩子都汇聚在街上，
骑单车、耍玩具、玩游戏，成群结队四
处闲逛。此时，街娃儿们主宰了整条
街道，演奏着街头欢乐的乐章。

三岁的祥狗狗最大的梦想就是
当警察，在他眼里，世界最威风的职
业就是警察。你可以常常看到他手
提大小不一的各种玩具枪游走在街
头，这是他长期坚持的“义务巡逻”。

六岁的贾奥神气悠闲，父母经营
着一家鱼店，他却有一双诗人般透彻
的大眼，谈笑间把街头的故事娓娓道
来。

而六岁半的李成伟最具典型性，
在我看来，他是值得深度研究的街娃
儿样板和个案。他生长在这条街上，
熟悉每家每户以及每一个孩子的情
况，用“了如指掌”来形容不算过分。
他最爱骑一辆黄色的自行车，飞奔在
街头，如同一道黄色闪电。他有很强
的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能力，面对我的
询问没有任何拘谨与胆怯，天真自然
的言谈举止中带着一份成人的老练
与精明。

街娃儿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经验多
来自街头摸爬滚打的社会实践。他们
了解被一般人忽略的街头细节，掌握
一般人不太清楚的街头规律。

他们有一种与人沟通的天然能
力，游刃有余地应付街头各种场面。
他们都有与生俱来的冒险精神与创
新能力，仿佛在任何时间、任何环
境，与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快乐。只
要有街道，他们就可以满头大汗地
玩上一整天。每天，当他们回到家
时，都变成撤离战场的士兵：下巴划
破一条口子，裤子被火烧破一个洞，
打烂隔壁婆婆的一个碗，或偷摸邻院
鸡笼里的一枚蛋，这些对他们来讲都
是家常便饭。

龙王庙正街的建筑样式给他们
提供了最佳的生存空间：街道不宽，
平均的宽度大致是八步的样子，来往
的机动车很少，车速很慢。

临街是商铺、住家以及小院，交流
沟通没有障碍。屋檐低矮，出檐很深，
在屋檐下玩耍，既可以躲避日晒雨淋，
又可以密切关注街头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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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娃儿”是成
都方言词汇，多指生
长在街头的孩子。
街道是他们最主要
的生存空间，生活中
的大部分时间和重
要的人生经历都与
街头相关，街头是街
娃儿们平凡生活的
快乐源泉。

街娃儿不等同
于街头混混。总体
来讲，街娃儿积极乐
观，性格开朗随和，
往往带有几分幽默
感，时常的打闹和偶
尔的恶作剧也是为
了找些乐子，给生活
增添些色彩。或者
说，这是一种带有主
动出击意味和积极
参与意识的社交形
式，是认识社会、了
解社会的独特方
式。他们没有街头
混混的暴力倾向和
社会危害性，是我记
忆中这座城市的孩
子们最有代表性的
成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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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街娃儿的产生和

发展，自然会涉及街头空
间。过去的街娃儿，一般
来讲，大多在这样的环境
里出没：一条不起眼的街
道，不算宽，街两边的住户
自 由 穿 梭 ，随 意 沟 通 交
流。而临街面的住家与商
铺交错，间或有不大不小
的四合院，每户人家居住
空间狭小，因此街道就成
了居民们自由延展的“花
园”、“客厅”、“书房”和“观
景阳台”，公共空间与私人
空间融为一体。

这样的空间是街娃儿
产生的前提条件，对于他
们来讲，这是人生的舞台、
课堂、战场，是成长的沃
土。他们的社交场所和娱
乐空间都在街头，而他们
的存在让街头充满活力，
并产生各自的特点和街头
文化。其实，街道对任何
孩子都充满无法取代的吸
引力。比如童年的我，虽
然住在成都二中教师宿
舍，但时常出没于周围的
五世同堂街、玉皇观街、五
昭路，甚至远一点的暑袜
街一带。

建筑最大的意义应该
是对人性的关怀。街娃儿
在一条街上能够自由生
活、快乐成长，那么从城市
规划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
讲，就是一条成功的、宜人
的街道。而随着时代发
展，城市建筑越来越高大
威猛，老街小巷渐渐稀少，
能够产生街娃儿的都市空
间几乎消失。如果万幸还
有残存，从地方风俗文化
研究的角度来讲，其珍贵
程度可以视为城市的活化
石了。

位于成都市中心的龙
王庙正街就是这样一块活
化石，它也是我快乐童年
记忆的缩影。虽然，现在
街道人群的构成与我们当
年不同，多为来此做小生
意的外地人，但孩子们的
日常生活与旧日成都街娃
儿却有几分相似。

清晨，伴随大人们亲
切的催促声和怜爱的责备
声，孩子们睡眼惺忪、慢吞
吞地出现在街边，洗脸漱
口。上学的孩子早饭后匆
匆忙忙赶到街东边的龙王
庙小学，而对更小一些的
孩子来讲，哪里也不用去，
因为街头就是他们的免费
幼儿园。

龙王庙正街上飞驰的“街娃儿”。

俯瞰龙王庙正街。

看似杂乱的店铺，蕴含着熟稔的人际关系学。

一只猫咪钻进了街边的篾席。

龙王庙正街旁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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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王庙正街上正
在玩“石头剪刀布”的
孩子。

龙王庙正街上放学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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