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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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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老成都地名
系列

街道承载着一座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市井生活记忆。成都拥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在中国
的历史长河中，成都是唯一一个建城以来城址未迁、城名未改的城市。今天，我们来盘点成都那些以
市场命名的街道，探索历史记忆。

成都还有一条充满果

香的街道——青果街。青

果即橄榄，是一种可食用

的 水 果 ，味 道 酸 涩 有 回

甜。然而青果街却不卖青

果，这条街得名是因为其

东侧曾是成都水果集散

地。实际上，成都主城区

附近都不产青果，只有都

江堰有少量产出。

看到这样的街名，会

让人联想到那些色彩斑

斓、香气扑鼻的水果，让人

感受到成都人对生活的热

爱与向往。如今，虽然青

果街上的水果市场已不复

存在，但那份甜蜜的记忆

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成都的街道，每一条都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

市井生活的记忆。从牛市

口的牛只交易到糠市街的

粮食市场，从暑袜街的夏袜

市场到青果街的水果集散

地，这些以市场命名的街道

不仅见证了成都商业的繁

荣与发展，更让人感受到成

都人民生活的勤劳与智

慧。如今，虽然不少市场已

经不复存在，但那些生动的

历史故事和独特的文化记

忆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赵紫萱

资料来源：袁庭栋《成

都街巷志》

提到“牛

市口”，聪明

的你一定想

到了这条街

与牛息息相

关。的确，这

个名字与古老

的牲畜交易

市场紧密相

连。早在古

代，成都就是

西南地区的

重要商贸中

心，各种市场

应运而生。牛

市口，顾名思

义就是牛的交

易市场。在那

个年代，农民

们牵着自家的

牛，从四面八

方汇聚到这

里，进行买卖

交易。牛市口

的热闹景象，

不仅是成都商

业繁荣 的 象

征，也是农耕

文明时期人

们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

牛 市 口

不但成为一条

路的名字，如

今还是周围片

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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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大慈寺

附近，我们会遇到

一条名为“糠市街”

的老街。成都的时

尚地标太古里，就

在这条街道上。

什么是糠？现

在的小朋友肯定不

知道，但或许你听

过“吃糠咽菜”这个

词语。糠又叫米糠，

是稻谷加工成大米

时，碾碎的稻谷外壳

中较细的部分。在

以前，米糠是主要的

喂 家 禽 家 畜 的 饲

料。过去的成都，很

多家庭喂鸡，都会去

固定的市场买米糠，

自然就形成了糠市，

后来逐渐成为成都

重要的粮食、饲料交

易市场。甚至一些

贫穷的家庭，糠还

会作为大米的替代

品被食用。糠市街

包括东糠市街、南

糠市街、西糠市街、

北 糠 市 街 四 条 街

道 ，呈 十 字 形 排

列。北糠市街的大

慈寺，矗立至今已

有 1600 多 年 的 历

史；西糠市街的广

东会馆，始建于清

末，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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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袜街”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充满了夏

日的清凉感。原来，在明清时期，这条街是

成都著名的夏袜市场。那时，从西洋传进

来一种针织机生产出来的棉纱袜，就是暑

袜。这种袜子因为区别于传统的白布袜，

质轻细腻，穿着凉快，深受市民喜爱。因

此，这条街便得名“暑袜街”。虽然随着时

代变迁，暑袜街已经不再是售卖皮毛麻布

和鞋袜的街道，但“暑袜街”这个名字一直

保留下来，成为了成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你到过暑袜街，一定看到过一家

外观很“特殊”的邮局，它就是位于暑袜北

一街的成都市邮电总局，前身是清代大清

邮政成都分局，创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是成都最早的服务型近代企

业。现在我们看到的邮电局也是成都时

间最早、保存最好、使用时间最长的西式

建筑，且一直由邮政部门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暑袜街曾是成都的中

心，当年成都城内分为华阳和成都二县

时，暑袜街正好在两县的分界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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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慈寺。图据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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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那些以市场命名的老街道

卖粮食的市场如今是成都时尚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