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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人力车，旧称“东洋车”，以
日本率先使用得名。而成都民
间则每每称它为“黄包车”。人
力车因其小巧灵活，适合大街小
巷穿行，方便舒适且价不贵，故
民国时期是成都广为采用的交
通工具。抗战时期，因成都外来
人员很多，人力车发展尤为迅
猛，呈现出一个高峰期。据《成
都通史·民国卷》记载，1945年，
成都人力车公司、车行多达700
家，有车11260辆，车工3万余人。

1942年，有位叫林致恩的小
学校长，就在君平街 44 号同亲
戚合伙开办了一家人力车行。
车行占地面积300多平方米，有
车几十辆，每天到此租车的车夫
就有近百人。君平街自此人来
车往热闹了不少。其中有位车
夫名叫王荣富，他与林致恩的交
情尤为深厚。这是因为当年王
荣富在林致恩的小学就读时，全
靠林校长的鼎力相助，他才读到
了小学毕业。因此，王荣富对林
致恩一直深怀感恩之心。恰好，
林致恩的这家车行正需要一位
帮手来管理车行事务并兼管账
目。林知道王本分老实，而王的
新婚之妻又能写会算，便请王夫
妇来干这份工作。恩人相邀，王
当然应允。况且，林开出的工钱
是每月三斗米，这对知足常乐的
王荣富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好
事。1943年初，王荣富夫妇就从
王家塘街搬到君平街44号人力
车车行居住，直到1951年，在这
里一干就整整干了8年。

白天，人力车全都放了出去，
地盘显得很空旷。可一到傍晚和
深夜，人力车又陆续回到车行，整
个地方又停满了车，景象十分壮
观。王荣富夫妇每天早晚最忙，
要登记好谁领了哪辆车，车牌号
是多少，以免搞错。晚上交车时，
又要收车牌和份钱（又称底钱）。
他们最担心的是，漏收份钱和丢
失车辆。好在王荣富对人力车夫
好，自己又细心，所以从未发生过
丢车的事。老板林校长非常满
意。1944年2月，王荣富的大儿
子王光明出生了，这时三斗米的
工钱显然不够家庭开支，于是从
这年起王荣富自己也拉人力车挣
钱，以补家用，车行的管理主要就
由妻子黄继英负责料理。三斗米
的工钱再加上王荣富拉人力车挣
来的钱，全家人的生活才算有了
保障。

1951年之后，君平街44号车
行便没了踪影，但我却经常想起
当年车夫们拉着黄包车满街跑
的情景，以及骆驼祥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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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思巷。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

“九思”是孔子名言，而成都有一条街的名字
与此有关。

九思巷位于市中心西御河片区。“西
御河”这个河名告诉我们，这一带过去属
皇城护城河西边的区域。但喜来登酒店
和房地产交易中心两栋高大建筑几乎完
全改变了老社区的历史风貌和悠然气
息。九思巷像一座博物馆，默默收纳和珍
藏了这个社区残存的历史记忆和遗迹。

据学者考证，九思巷原名九寺巷。为
什么叫九寺巷呢？在天府广场西侧，有一
个清真寺，不远处还有一所回民小学。过
去这一带还有一座西北中学，招收回族等
少数民族学生有优惠政策。清初修建少城
时，为了在汉人与满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
地带”，从西北迁来大批回民，前前后后修建
了多个清真寺，比如位于天府广场的皇城
清真寺、东御街的清真东寺、西御街的清真
西寺。最后修建的几座清真寺，根据建成
的先后时间，被称为清真七寺、清真八寺、清
真九寺和清真十寺。其中，清真九寺就位
于现在的九思巷，街道故名九寺巷。

九思巷在成都的老街巷中算是比较长
的，用我习惯的脚步丈量方式计算，从西到
东总长度接近四百步。巷子宽窄不一，大
概有四到六米。西端街面比东段宽许多，
接近十米，这相对宽敞的区域自然成为街
头重要的社交场所。白天，踩缝纫机的太
婆、卖菜的小贩、修鞋的大叔都汇聚在此。
晚饭后，这里变成了住户们户外活动的首
选，老老少少欢天喜地的样子让老街巷展
现出一派祥和生动的景象。街东头有一个
小院，里面有一棵上百年的石榴树，每年秋
天，满树的果实人见人爱。五十岁的熊哥
看上去相当年轻，小院的背后就是他的
家。他在九思巷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对这
条看起来破破烂烂的老街满含外人难以理
解的感情。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的时光都
在这里消磨，而面对未来的日子，他说：“不
会在这儿了，老房子马上就要拆了，现在都
开始喊家家户户登记了嘛，有点舍不得哦。”

在那座石榴花盛开的小院东侧，是这
条街最为经典的院子，俗称“冯家大院”。
院门砖砌，墙面和墙头有石刻和灰塑，门头
红砂石上刻“大树家声”四个字。东汉有一
个大将叫冯异，作战勇猛，战功卓著，是汉
代著名的军事家。将军为人谦逊低调，史
书里讲，每次与兄弟部队狭路相遇时，他总
是让开道路请友军先过。每次打胜仗之
后，将领们兴高采烈并坐论功的时候，他却
总是独屏树下，不争功不求赏，后人尊其为
大树将军。这大院据说就是他的后人曾经
居住过的地方。

四川冯姓多自称冯异后代，到底是不
是没人说得清楚。有一次，翻阅家谱，居
然发现我们蓬溪冯家的祖先也是冯异，虽
然家谱中有关祖先的记载往往缺乏严密
的考证和可靠的依据，但说明一个有趣的
现象，人们总是希望把自己的生活或身世
与道德高尚的历史人物扯上关系。

其实，冯家大院是民国时期显赫一时的
四川军阀田颂尧所修，送给了他的岳母大
人。田颂尧岳母姓冯，宅院得名“冯家大院”。

从某种意义上讲，建筑实际上是一种
文化载体，除了居住的功能外，还有潜在的
教育喻义。每个细节都有深刻的含义，可
能是一座雕塑、一副对联、一对垂花样式，也
可能就是门头上浅雕的几个字。当你每天
从院门进出或者是从旁边经过，其实你都
在感受它的气息，接受它的洗礼，无形的气
场之中有一种感染和熏陶之力，这是一种
柔和的、亲切的、润物无声似的教化方式。

2018 年，九思巷拆迁完成，冯家大
院和清真九寺原址保留。

九
思
巷

大
树
家
声
的
千
年
传
承

□
冯
晖

文/

图

蜀锦声名远扬。图为唐·花树对羊锦

君平街上关于严君平的介绍。

民国时期的黄包车。

成都自古以来以生产蜀锦蜚声海内外，有锦
城之美誉。至清末全市织锦机坊星罗棋布达2000
余处。据《成都通览》记载，仅君平街就有“王三义
森”“陈裕顺”“苟万长”“杨恒发”“张洪顺号”绸缎机
房五家（门牌号不详）。可到了民国年间，因洋货的
冲击，却渐渐只有君平街53号叶家大院一家了。
其业主叶兴元、叶智良兄弟俩拥有6台花楼木织
机。织机为竹木结构，长1丈有余。每台织机由2
名机工操作，1人在花楼上提花，1人在机前踏纵，
丢梭打纬。在一片啪嗒、啪嗒的节奏声中梭过之
后，其图案如行云流水，奔放活泼，各种祥禽瑞兽奇
花异草纷纷跃然锦上。其锦色泽鲜亮、秀美雅致、
质地上乘、名声在外，很是畅销。远销新疆、西藏等
地，继而出境销往尼泊尔、印度等国。

民国末期，叶兴元、叶智良的儿孙晚辈都未能
“子承父业”。叶兴元之子叶崇修早年拉得一手好
胡琴，甚是痴迷，进而脱颖而出跻身成都川剧界，在
今祠堂街原四川电影院旧址、当时属设施一流的锦
屏大戏院任名琴师。晚年，叶崇修又频频亮相于
华兴正街悦来茶园川剧舞台，依旧用他爱不释手
的胡琴，为自己和在此品茗的老茶客和川剧玩友、
票友们带来欢乐和美的享受。直到一天演出之中，
他的琴声骤然中止——这位老琴师因中风不幸瘫
倒在舞台上，从此就再也没能站立起来……

而叶兴元也万万不曾料到，他的孙子叶友华
——一名虎背熊腰的壮汉，所从事的职业竟是一
家建筑公司的锻工。如今已年过古稀退休赋闲，每
每提及爷爷开机坊织蜀锦那段经历，叶友华往往会
感慨万千，“那可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成都最早的君平街并不在今
君平街的位置。最早的君平街出
现于西汉成帝之后，是一条有着
2000年历史的古老街道，位于如今
斌升街辖区的支矶石街一带。

据《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载：
“西汉的严遵宅，与晋、唐的严真观
真址，乃在（清）驻防城内的君平胡
同，即今支矶石街之西段，恰是清
以前的原址所在。”“晋、宋六朝以
来，天师道流行，严遵遂为道教徒
所尊奉，故称‘严真’。……六朝至
唐，其地称为君平卜肆。”后遂改为
严真观，系道教早期宫观之一，同
青羊宫一样著名。后人将严君平
故居卖卜之地名为君平街，就是顺
理成章之事。

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四川巡
抚年羹尧筑满城后，把北方的“胡同
文化”带到了成都，古老的君平街即
改称为君平胡同，又名仁里二条胡
同。

辛亥革命之后，说胡同是满洲
名词，不宜存在，因而废去，一律改
名街巷，君平胡同又改为支矶石
街。其实在君平胡同易名为支矶
石街之前，成都在满城南垣就新建
了一条君平街。从清光绪五年
（1879）和清宣统三年（1909）成都
街道二十七区地图看，当时即同时
有君平胡同和君平街存在。查《成
都城坊古迹考》也有过“建满城后
于城之南垣外建君平街”的记述。

过去曾有人撰文称今君平街
为严遵故居，其实不确。《成都城坊
古迹考》指出，“晚唐高骈未筑罗城
以前，其时内江未徙，（今）君平街
即郫江（内江）流域所经，何能为西
汉严遵所居之地？”而断言今君平
街亦是古代严真观旧址，也就无从
谈起。

郭沫若说：“文宗自古传巴蜀，
锦江春色与天长。”在汉代，巴蜀就
出现了“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
天下”的四大名家司马相如、王褒、
严君平和扬雄。而内中的严君平
最奇特，他比同时代的三位大家多
了一个“算命先生”头衔。年轻人
来算命，他诱导尽孝道；弟弟来算
命，他诱导尊重哥嫂；有邪恶非分
之想者来算命，他就儆之以利害。
若是当官的来算命，他就诱导要勤
政为民……“因势导之以善”。

或许正因为他节操清奇，难免有
人将他视若神仙，到了晋代，一则与
严君平毫无干系的“支矶石”传说将
严君平神化了。《博物志》和《蜀中广
记》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人顺大
河乘船到达天河，见到了牛郎织女便
问：此为何地？牛郎告之：你回成都
去问严君平就晓得了。这人返回成
都真的就去问严君平，严君平掐指一
算，说那天到达天河犯牵牛宿的原来
是你嗦！这个故事，后来又演绎出了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船上载了大石头
一块，严君平看后，说这石头就是织
女的支矶石，于是支矶石即被民间视
为神物备受崇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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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君平街长426米，宽20米，东接陕西街，西
止小南街。街之西口，立有石碑：“此街相传原是西
汉著名文学家严遵（字君平）的卜肆所在地。严君
平节操清高，致力于学问，以卜肆为生，宣扬封建道

德风尚，使“蜀风淳化”，风移俗易。后人纪念此君，将街名沿用至
今。”

2006年，成都市建委在此街东口北侧，精心打造了一个君平
园，园中筑就“严仙亭”、“指归廊”以及“28星宿石一处”……于是
不少成都人睹物思人，满以为今君平街就是严君平的故居和卜肆
的所在地。其实不然……

严君平。
李潇雪 绘图

九思巷街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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