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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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块石”作为地名，在四川曾有11处之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叫得响的只剩下成都市区

的南北两个“五块石”。其中，城南五块石一直比城北的更为人熟知。城北五块石直到1945年

才被标注在成都地图上。1999年9月，随着五块石街道的设立，城北五块石正式拥有了官方身

份。如今，人们再提起“五块石”，大多特指城北五块石。

五块石这个地方真有五块大石头吗？方志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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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块石片区地处成都市金牛区东北部，区位

优势显著。东与成华区双水碾街道接壤，南以火

车北站宝成铁路为界，毗邻荷花池街道，西靠锦江

与九里堤街道相望，北依沙河与沙河源街道相邻。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五块石凭借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迅速崛起，成为重要的人口和货物集散

地。依托火车北站、城北客运中心、荷花池汽车站

和五块石汽车站形成的交通枢纽，这里孕育了以

荷花池市场为龙头的商贸集群，百货、电子、茶叶、

干杂、轻纺、粮油、小商品等专业市场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

在这片商贸热土上，一个摊位或一间店铺可

能就是一家公司，摊主可能就是身家不菲的老

板。五块石见证了无数创业者的奋斗故事，也承

载着成都商贸发展的时代记忆。

2009年，随着成都五块石中药材市场等批发

市场搬迁，多个地产项目拔地而起；2013年，华恒

货运市场原址变身为大型商住综合体，蓝光电子

电器市场旧址崛起为城市综合体，八达货运市场

变成了五块石城市社区综合体项目；2014年，科

讯药业市场原址改造为精品商住综合体；2016年，

成都市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华丽转身为现代农业城

市综合体暨西部首席农创空间……一场场蜕变在

这里上演。

随着城北客运中心等交通枢纽的优化调整，

火车北站扩能改造，进城高架桥通车，五块石的人

流车流顺畅了，高楼多了，面貌大大改观。

如今，漫步五块石电器市场，仍能淘到久远年

代的老物件；五块石头堆砌的地标，静静诉说着这

片土地的故事。“五块石”不仅是地理标识，更寄托

着人们对未来的期许——一个交通更便捷、功能

更完善、品牌文化更鲜明的五块石正款款走来。

在这里，老城记忆与崭新未来交相辉映。

成都“五块石”真有五块大石头？
□冯俊龙

关于“五块石”地名的由来，

民间流传着三个有趣传说。

第一个传说与古蜀国时期一

位张姓老太太有关。相传她见九

里堤河畔的百姓过河艰难，便发

善心筹资建桥。无奈河水湍急，

屡次冲走桥墩石料。一天夜里，

她梦见玉皇大帝派神人驮来五块

巨石投入河中，第二天桥墩竟立

在了河中，“五块石”由此得名。

第二个传说则与道教始祖张

道陵有关。为纪念他，明朝时在

现今成都火车北站后方修建了玉

局庵，因庵前有河，阻碍过往行人

前往拜祭，传说有神人投五石成

桥。五块巨石的故事口耳相传，

逐渐演变成地名。

第三个传说则与宋代墓葬有

关。据传成都北门曾有一座大

墓，墓基由五块巨型条石砌成。

明代时这些条石被拆去架桥，大

墓成了土丘，而地名“五块石”渐

渐叫了开来。这座没有石块的土

丘，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被

拆除。

值得注意的是，“五块石”的

“五”并非实指，“五”在传统典籍

中表示“无限”与“至尊”的意思。

在没有大型石材的成都平原，古

人需从远处的龙门山脉运输巨

石。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些来

之不易的巨石自然被赋予“神

力”，成为连接天地的象征。这些

传说虽不可尽信，却折射出古人

坚韧、向善的品格，以及对自然的

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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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天府新视界

成都五块石 图据成都民政

20世纪90年代成都五块石电子电器市场大楼。图据成都金牛区方志办 成都五块石蔬菜市场旧貌。图据成都金牛区方志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