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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午后，竹林巷
人不多。如今的竹林
巷没有了竹林的影子，
但仍有闹市一隅少有的
宁静。

竹林巷在锦江区，
位于红星路二段以西，
北接桂王桥西街，南接
和平街，附近有锦江区
的和平街小学。据记
载 ，因 为 位 于 过 去 子
龙 塘 的 西 侧 ，那 里 曾
经有片竹林，故称之为
竹林巷。

干槐树街也在锦江
区，位于布后街的东边，
原名叫布后街东段，清
末因为原来的三号院中
有一棵干枯的老槐树，
所 以 改 名 为“ 干 槐 树
街”，成都三幼和川师
附中书院分校都在这
条街。

桂花巷在青羊区，
原本它是清代满城中的
一条胡同，因为栽种有
丹桂而命名为丹桂胡
同，民国初年改为桂花
街。由于与南城的桂花
街同名，所以又改名为
桂 花 巷 ，沿 用 至 今 。
1935 年，著名作家李劼
（jié）人从斌升街迁居
桂花巷，在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在这里著成不
朽名著《暴风雨前》和
《大波》。

如今的桂花巷仍然
栽种着桂花，巷内两边
树木郁郁葱葱，阳光明
媚的日子里，来往车辆正
密，做生意的老板就在几
棵桂花树前忙碌着。每
年秋天桂花盛开时节，走
到巷子口，扑鼻的桂花香
就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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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成都地名
寻 踪②

泡桐树街位于实业街与支
矶石街之间，原来是清代满城
之中的仁里胡同，民国初年取
消胡同的名称，因街内有一棵
大泡桐树而得名泡桐树街。

成都以泡桐树为地名的还

有一处，就是今天的锦里西

路。新中国成立以前，因为这

里的南河边上有一棵很大的泡

桐树，又地处南城墙之外，所以

人们就把这一带叫外南泡桐树

街。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修成了

道路，命名为外南人民路。近

年间南河沿岸的街道进行扩

建，更名为锦里西路。

其实成都市区有很多街道

都栽有泡桐树，每年春天 3-4

月，就会开满淡紫色的花朵，如

梦似烟。成华区红星桥附近锦

江边盛开的泡桐花，每年都会

吸引大批打卡者。而泡桐树街

已成为一条网红街道。午后，咖

啡店正营业，小酒馆还没开门，

来往行人颇多，市井的烟火气确
实令人感到舒适和惬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赵紫萱摄影报道

（资料来源：袁庭栋著《成
都街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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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太升南路以
东、玉沙路以南，有一条小
街叫拐枣树街，因清代街
北头的曹进士公馆内有一
株百年拐枣树而得名。拐
枣树是一种果树，果实很
小，人们并不吃果实，而是
吃它形状扭曲颜色红褐肉
质肥厚的果柄。四川所称
的“拐枣”就是它的果柄。
拐枣是一种中药材，老成
都人喜爱用拐枣泡酒。

《诗经·小雅·南山有
台》中的“南山有枸”的枸，
很多学者认为就是拐枣。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了一种只有蜀地才出的
“枸酱”，远销先秦百越诸部
之一的“南越”。对于这种
古代蜀地的特产，有的学者
认为就是用拐枣制成的。

拐枣树街以南是冻青
树街，这条街南端是岳府
街。清代著名将领岳钟琪
故宅就在这里，岳府故宅
后墙过去有一棵很大的冬
青树，树木枝干伸过墙头
直接荫盖着街面，所以这
条街就叫冻青树街。如今
的冻青树街成为了市场一
条街，卖杂货、卖蔬果鱼虾
的比比皆是，好生热闹。

冻青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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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花
巷
栽
种
的
桂
花
树
。 一起到成都街头走“花路”

每到春天，成都红星桥府河畔泡桐花绽放，这里已经成为市区赏花打卡的“网红”之地。
本报资料图

泡桐树街一景。

成都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众所周知，成都被称为“蓉城”已有上千

年时间。这个“蓉”，就是芙蓉花的“蓉”。五代十国时期，因为成都遍地

栽满芙蓉花，成都因而得其美名。后来，成都市的市花也定为芙蓉。在

成都，有很多以花木命名的街道，它们的前世与今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呢？跟着我一起走一趟别样的“花路”吧。

泡桐树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