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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条街，一家店，一件家当，一

座工厂，一个行业，一段人生故事。

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时光痕迹；

每段故事，都有它深重的变迁历

程。本报从今日开始推出系列报

道，从上世纪50年代起步，以每10

年为纲，尽可能选取凸现年代感的

视角，回放常德城翻天覆地的变化，

呈现普通市民日益安康富足的生

活。见微知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献礼。

如今的人民路（市城区水星楼附近）周边高楼林立。刘颂 摄

上世纪80年代的上南门十字街。1959年的常清街。 上世纪70年代的高山街。 上世纪70年代的下南门。 上世纪80年代的百街口。

人民路是常德城里繁华的一条商业街，这里车辆行人始终川流不息，模样变了又变。时过境迁，这条老街上世

纪 50年代的模样，却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1945年，我出生在如今的人民中路东侧的小巷口，就是现在步步高商场的位置。当年我家的门面就在现在的

人民路，后门在小巷子里，对面是克利大药房，西侧过巷口就是九源绸布号，东侧是王祥胜帽号。这个巷子旧时叫

天居巷，后来叫水星楼巷，因为古代的水星楼就建在巷尾的古城墙上。

我家住在人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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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的秋冬，13 岁的我每天

从家中出发，踩着石板路经过现在

的吉春堂、步行街、育英小学、梅尼

广场、市五中，到当时的市三中（现

龙港路烟厂一区）读书。我每天上

学放学都要步行经过人民中路和

人民西路这段，放学回到家里时已

经是掌灯时分了。每次经过大西

门黄宪记粉馆时，距粉馆 30多米就

能闻到牛肉粉的香味，饥肠辘辘的

我总会忍不住往里面多瞄几眼。

可惜，如今路过一家家粉馆时，都

闻不到当年的那种香味了。

如果要我回忆，人民路大概是

这么多条道路组成的：

如今的人民中路，由东向西是

永安街、府庙街、炮坪街、大庆街、

常清街、大西街、县正街、双忠街、

育婴街、铁家桥街、万寿街，于 1959

年逐步开始改造而成的。

如今的人民西路，是从旧时的

莫公桥、大西门外正街、汽车路一

直到现在的老三岔路口。这段路

于 1964年开始改造扩建。

而如今的人民东路，从东方女

子医院开始，由西向东是一、二、三

（东升小学）、四（一医院）、五铺街（红

庙街口）、碑脊街到指路碑，于 1970

年开始改造而成。我曾工作过的工

厂在东江公社罗卜港，它的办公楼设

在五铺街现在的红庙街口。

1959 年人民中路扩街时，我家

迁往青阳阁。我父亲迁居人民中

路原市第一中医医院斜对面的上

老鸦池巷。

1966 年，我曾在位于现在步行

街的一家集体所有制单位——市

证章合作社打工，后来妻子在旁边

的市制帽厂工作，所以我算是见证

了如今步行街蝶变的全过程。

每天走过人民路去上学

当年，我家门前的这段人民路叫

常清街。常清街是从现在的水星楼商

业广场主入口起步，经过高山街口、府

坪街口后抵达下南门的十字路口，它

全长不过 350米。

常德会战后，城区的房屋损毁严

重，但常清街的许多房屋基本保存下

来，坏了的战后也重修。那时常清街

上有许多高大的窨子屋，如吉春堂、同

济堂、六和成南货号、春记福百货等。

还有一砖砌的楼房顶立有一口大钟，

它就是强不息钟表店，路口的对面建

有一座抗战时修建的水泥碉堡。南京

第一春饮食店就开在它旁边，是一栋

高大的木楼房。每天入夜，常清街上

灯火辉煌，十分热闹。

1954 年公私合营前，常清街的砖

砌楼房比比皆是，店堂铺面鳞次栉比，

但街面很窄。由于店铺高度的集中无

空隙，每到盛夏季节，店家为了招揽生

意，方便行人遮阳避暑，纷纷架设与左

右和对街店铺紧密相连的布凉棚，整

个常清街变成一条巨形布龙，成为常

德城里的一道风景。

旧时的常清街，寸土寸金，是商家

必争之地，百货、绸缎、布匹、中药、西

药、南杂、图书、文具、钟表、眼镜、金银

首饰、皮鞋、皮箱、木屐、纸伞、制帽、电

器、染料、铜器、刀剪、笔墨、烟草、茶

叶、镶牙、理发、酒楼、花轿出租……包

罗万象，应有尽有。与之配套的银行、

钱庄、保险公司、天主堂、清真寺、山

（西）陕（西）会馆、小学校、旅社、消防

站，也是十分齐全。

每 日 ，行 人 摩 肩 接 踵 ，车 水 马

龙 。 全 市 最 大 的 百 货 商 店“ 春 记

福”，矜持地售卖各类啇品，令购物

者目不暇接；“吉春堂”“同济堂”在

那“L”形的柜台外，还摆放了几把镶

嵌 祥 云 花 纹 的 太 师 椅 ，诱 惑 买 药 人

去坐一坐，过一把贵人的瘾。“克利”

“欧洲”西药房卖一种“洋药”阿司匹

林 ，据 说 只 要 吃 上 几 片 就 能 治 好 感

冒；“第一春”的板鸭、盐水鸭、牛肉

米 粉 ，过 路 人“ 闻 香 下 马 ，知 味 停

车”；“成都酱园”的四川泡菜价廉物

美，用荷叶盛上一包，就是一家人的

早饭菜；高山街口的“新新理发楼”，

在 火 红 的 炭 火 上 烤 着 几 只 铁 模 具 ，

它 将 女 宾 们 的 头 发 烫 卷 成“ 大 花 ”

“小花”“水波浪”等新潮发式，深受

太太小姐们的青睐。

那时常清街的马路只有 10 多米

宽，遇到下雨就要穿木屐和油鞋。在

我的记忆中，购物的人群中，最吸引男

人眼球的是那些平时足不出户、脚穿

“三寸金莲”的窈窕淑女。她们撑着油

纸伞款款而行，店铺里的小伙计凝眸

偷望，竟忘记了手中的活儿，老板一声

咳嗽，小伙计好歹回过神来。

1959年，新建青年路时，人民中路

打通了一条通往沅水的路，它就是青

年路汽车渡口。1986 年 10 月 1 日，常

德城区第一座跨江大桥——沅水一桥

建成通车，这也是常德加快走向繁荣

文明的初始。很快，沅水一桥和人民

路交会的桥底下，就成了一个繁华的

商业据点，有人在这里摆桌球，有人在

这里开录像厅，还有人在这里摆夜市

摊，甚至一条卖衣服的门面也应运而

生，一直连接到建设路上。

1999 年 7 月 1 日，人民路上，常德

步行街正式建成开街，迅速崛起为全

国示范街，琳琅满目的商品，林林总总

的专卖店，成为一条吸金能力很强的

商业街。

近年来，随着常德飞速发展，万

达、友阿等多个商圈崛起，人民路不再

“一枝独秀”。

历史总是循环往复，一条街的兴

衰历史，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往

事不复，午夜梦回，人民路、常清街，那

些逝去的风情和人事，还是会不时入

梦来。

寸土寸金的常清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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