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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东大街，漯河人
都很熟悉，这条街道总会
勾起人们一些模糊的城市
记忆。可是，你有多少年
没有走进这条老街巷了？
在繁华城市的一隅，这条
老街道悄然发生了改变。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感
受这条老街道的慢时光。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老街巷老街巷 新风韵新风韵””系列报道系列报道之四

走在东大街，灰砖飞檐，
古色古香。一幅幅老照片挂在
墙上，“东大街老街道”“东大
街 的 邻 居 们 ”“1989 年 的 渡
口”……一幅幅黑白老照片，
安静地讲述着老漯河的故事，
折射出岁月沧桑的面孔。

东大街是一条南北街道，
北起滨河路，南至五一路。它
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条街长
大的人总喜欢自称“老漯河”。
87岁的秦大娘在东大街居住了
近 60 年，她告诉记者：“东大
街过去是唯一一条通往火车站
的路。当时，东大街东段做生
意的比较多，主要是皮行和花
行。”

“从前东大街是条土路。”
今年82岁的祁存信老人告诉记
者，“我两三岁时，跟着父母从
新乡逃荒到了漯河，一直住在
东大街。记得抗日战争结束后
这条路整修了，从大北门 （现
泰山路彩虹桥桥南） 修到现在
东大街这一段。那个时候，修
的排水沟都是明沟，弄不好就
掉进去了。”

“我小时候，这条路热闹得
很。那时大北门有个码头，因
而这一带成了商业区，有布
行、花行、钱庄等。后来这里
渐渐成了居民区。”祁存信告诉
记者，东大街还有一棵老槐
树，听老一辈人讲，这棵树有
几百年的树龄。

据 《寨内村志》 记载，东
大街历史悠久。清朝末期，东
大街商业繁荣，有商号、钱
庄、烟行、皮行和粮行等。

明朝弘治年间，东大街的
中段兴建玄武庙时，种了一棵
古槐，距今已 500 余年。现在
这棵树依然存在。

东大街曾是繁华商业街
在东大街与戏楼后街交

叉口路北，记者见到了这课
大槐树，墙壁上的宣传板块
详细记录着这课老槐树的历
史。树下坐着几位正在休闲
打牌的居民。谈起大槐树，
几乎每位老人都能说出一段
与槐树有关的故事。每一次
马 路 拓 宽 ， 每 一 次 拆 迁 改
造，大槐树都被很好地保护
起来。

“我20岁左右的时候，这
棵老槐树的树干一个成年人
都抱不过来。每月初一、十
五，都有居民来这里烧香。
听老一辈人说，这棵老槐树
和河堤上那棵树是兄弟树。”
祁存信说。

据传说，这棵老槐树是
当年山西移民栽种的。这种
说法是否真实，已无从考证。

东大街的老居民秦大娘
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十年
代 ， 这 棵 老 槐 树 被 雷 击 中
过 。 当 时 着 火 了 ， 经 过 抢

救，老槐树活了下来。后来
又 被 一 场 龙 卷 风 掀 掉 了 顶
端，原本繁茂的树冠一夜之
间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当时树中间都被击空
了，大家都认为它会死掉，
很是惋惜。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第二年，老槐树抽枝发
芽，重现生机。这棵老槐树
生命力真强，两次灾害都没
有让它倒下。”祁存信说。

在老槐树旁，记者看到
一口老井。据居民介绍，这
口井养育了老槐树周边几代
人。“小时候，附近居民都吃
这口井里的水，直到上世纪
九十年代，家家户户都通了
自来水，就不再吃井里的水
了。不过，现在井里还有水
呢。”秦大娘说。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到，
在这里居住的老人们，对老
槐树和这口井有很深厚的感
情，它们见证了东大街的沧
桑过往。

老槐树见证沧桑岁月

老街道的风情韵味，渐
渐被现代都市的灯红酒绿所
淹没。东大街老居民杨阿姨
介绍说：“我在这儿生活了50
多年，是看着这里一点点变
化的。”在老人印象中，以
前，街道两边都是小平房。

李大爷在东大街居住了
近30年，“把最好的时光留在
了这里”。他说，自己在东大
街生活“挺得劲儿”。

走在东大街上，和老人
们拉家常时，总会不经意地
问一下他们的年龄，“我 76
啦！”“我72啦！”说真的，这
里好多老年人看起来比实际
岁数年轻不少，脸上荡漾着
老漯河人的自豪感。

在创建国家文明城市过

程中，东大街被重新规划整
修，路面变得宽敞整洁，卫
生条件也改善了。

“东大街升级改造后，街
道焕然一新，看起来特别有
过去的味道；路面也干净整
洁多了。在这里住，感觉特
别舒服。”

“现在居民们讲文明、讲
卫生慢慢养成习惯了，在街上
看到个纸片都会不由自主地
捡起来。”72 岁的刘阿姨笑着
说，“看看这干净的老街道，我
们的巷子越来越漂亮了！”

灰砖飞檐，古色古香的门
楼，居民们在老树下闲话家
常，充满市井生活的韵味。一
条百年老巷，正以一种平和的
姿态，轻抚淡淡逝去的流年。。

升级改造后古色古香

2009年的东大街。 资料图片

居民们在老槐树旁悠闲地打牌聊天。

如今的东大街颇具古韵。

东大街小巷里干净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