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 （记者 梅璎迪）“论秀
丽和雄壮，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
其他的城市”的明代皇宫!!南京明
故宫，将于近期部分复建。
南京明故宫是北京故宫的“建

筑蓝本”。由于历经战乱，皇宫建筑
已荡然无存，仅存午朝门与地下柱
础等少量遗迹了。去年起，南京启动
对明故宫遗址的考古发掘，并向全
球征集遗址公园设计方案。目前整
体规划方案已经编制完成，将根据
实际条件和参考资料，对奉天殿、华
盖殿、谨身殿三个最核心的皇宫建筑
遗址实施增加台阶、加顶等遗址性保
护设施，同时对午门、东华门、西安门
等重点坐标点进行保护性修建。

南京将部分
复建明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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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地名只留记忆中
“泰州的老地名从旧城革新中

一个个地磨灭，让我们这些世居在
泰州的人失落无根。回忆起昭昭
汪、常汪、玉花浮巷、新盛巷、杨柳
巷、承平巷、林家巷、二圈门、圈门
口、施家湾、藏书巷、滕坝街、通江
街、西泠街、青松街、槐树脚、升仙
桥、年夜林桥、董家小桥……这些
耳熟能详的老地名已磨灭在实际
中，封存在记忆里。”

日前，一则怀念泰州老地名的
帖子在网上掀起一阵波澜。地名作
为见证城市历史的“活化石”，或负
载着一段古老的传说，或铭记着一
段历史的变迁，或承载着某种民俗
与风情。一个地名的湮没，意味着
一段历史的割裂。近年来，泰州的

不少老地名从旧城改造中一个个
消失，据泰州民俗专家估算，解放
以来已有过半老地名从城市地图
上消失。尚存的一些老地名，也正
面临消失之虞。

老地名的传说
古城泰州曾流传着一首关于旗

杆巷的打油诗：“旗杆巷内竖旗杆，
七户成双三户单；朱姓大族夸半壁，
缪王蒋家三分三。”据传，在宋朝有人
中了进士，朝廷送喜报的时候就会
在这户人家门前插上一对旗杆，旗
杆固定在雕工精美的石鼓上。旗杆
巷中曾出过 "#名进士，其中一半出
在巷内的朱家，而另一半则由缪王
蒋家平分秋色。后来朱家人因进士
多而骄傲自夸，飞扬跋扈。时人对朱
家人反感，遂把旗杆巷的东北角一

座巷子命名为杀猪$朱%巷。而如今的
旗杆巷和杀猪巷早已消失不见，成
为了滨河绿地广场的一部分。

在明崇祯《泰州志》中，歌舞巷
被列于泰州名巷之首。歌舞巷由两
条略带弯曲的巷子交叉组合而成。
相传清康熙初年，有位叫陈端的缙绅
住在歌舞巷内，此人是位戏剧爱好
者，拥有上百人的家班，歌舞之声终
日不绝。陈端纵情歌舞，快意人生，
除了将自己居住的巷子命名为歌舞
巷外，还将歌舞巷西北约百米远的
一座桥起名为且乐桥，如今这座桥也
和歌舞巷这个老地名一起消失了。

留住历史地名文化
老地名的消失让发帖网友杨

杨啸晨心痛不已，他向有关部门建
议对泰州市区地名进行全面普查，

详尽地掌握地名资源的存量，摸清
地名的历史和现状，理清保护范
围，确立保护内容，系统认定、分
类、建立保护名录，让宝贵的地名
文化得到全面保护。

今年 & 月，泰州起草了《泰州
市地名管理办法》，对历史地名的
保护有了明确规定。其中提到，对
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纪念意义的
地名保护遵循使用为主、注重传承
的原则。同时建立历史地名档案，
对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中的在用地
名不得更名。专家还建议，在消失
的和即将消失的有历史文化价值
的老地名原址设立各种标识牌，简
略说明老地名的来历、意义，留住
一段历史地名文化，同时让海内外
的泰州游子回家乡寻根时找到儿
时的印记。 本报记者 梅璎迪

泰州过半老地名地图上消失
网友：地名文化理应得到全面保护

杭州老公交站“退休”不褪色
石头凉亭？自

行车棚？还是一个
露天菜场？近来，六
和塔附近半山腰上
的一个水泥亭子，
引起了不少游客的
好奇心。

这个水泥亭
子，其实是一个公
交车站，以前杭州
4路公交车的车
站。看这个车站水
泥的质地，应该是
西湖边最老的公交
车站，如今已成了
游客的纳凉点。

! ! ! !在扬州老城驼岭
巷深处，有一株历尽沧
桑的古树，虽然树干显
得有些憔悴，但树冠仍
然亭亭如盖，挺拔伫立
在小巷旁的一个居民院
落里。一年四季都有扬
州市民和外地游客慕名
而来，参观这棵古树。

古树的魅力从何
而来？原来，它和妇孺
皆知的成语故事“南柯
一梦”有着紧密联系。

这棵树的学名是
国槐，'("" 年扬州市
园林管理局为它悬挂
一块树牌，当时树龄是
"(&(岁，保护等级为一
级。古树旁一块汉白玉
石碑上，镌刻着“唐槐”
二字，并记载，这株唐槐在唐朝李公佐
所著的《南柯太守传》中有记载———它
就是“南柯一梦”中的“南柯”。
《南柯太守传》中记载：淮南节

度史门下小官淳于棼宅前有棵古
槐，遮天蔽日，淳于棼常与朋友槐下
酣饮。一日，他酒醉入梦，被两个使
臣邀去，进入一个树洞，洞内晴天丽
日，别有世界，号称大槐国。淳于棼
无意中被大槐安国国王招为驸马，
婚后，夫妻琴瑟协调。不久，淳于棼
又被皇帝派往南柯郡任太守，权势
越来越大，享尽荣华富贵，最终引起
大槐安国国王的疑惧，被遣而归，梦
醒大槐树下。淳于棼有感于此，遂杜
绝酒色，出家为道士。最后，在大槐
树旁建立了槐古道观。

现在道观早已不复存在，但据老
人讲：“建国前，这里确实有一座槐古
道观，里面住着祖孙三代道姑。后来道
观被拆，只剩下这棵孤零零的大树。”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地政府花

了 ")万元拆迁了古树旁的三间房
子，为古树生长腾出空间。为保护好
这棵千年槐树，扬州大学能动学院
的学生还组织起来，为古槐建起一
支专业的“监理团队”。 陈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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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家种出来的茄
子、豇豆、南瓜、青菜、自
家母鸡下的鸡蛋、自家
猪栏里喂出的土猪、自
家鱼塘里养的池鱼
……最近，一家主打
“自家菜”的生态农家
菜餐馆，在杭城餐饮界
掀起不小波澜。

开过通讯公司，
当过 *+ 高管的汪友
鸿，& 年前悄然淡出
繁芜的职场圈子，返
回老家建德大慈岩。
他在大慈岩包下了
',# 亩的山头和一个
大水库。种竹子“养”
竹海，散养土鸡，养殖
草鱼、鲫鱼、鲢鱼和土
鸭。随后，又在杭州开
起一家食府，取名“耕
读堂食坊”。
“耕读堂食坊”坐

落于上茅家埠 -'号。农家菜是它的
招牌。最受食客欢迎的则是自养的
土猪肉和土鸡。目前，“耕读堂”的菜
单按食材分门别类，仅有五大类，“自
养土猪类”、“野味野菜类”、“自种蔬
菜类”、“其他自养类”和“其他自制
类”。不论是猪肉、羊肉、鸡肉、鱼肉、
鸭肉，还是土豆、蚕豆、鸡蛋、黄瓜等
蔬菜，甚至小到食坊里用的辅料辣椒
酱、菜子油、猪油、干菜、番薯粉、豆腐
皮、馒头，所有食材必须产自“自家”。
杭州业内人士表示，在食材安

全上下功夫，这也算是一条不同于
别人的“突围”之路，能不能取得认
同，还有待市场检验。 祝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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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张欣平%'#"'

亚洲自行车展将于 ,月 '&日.'/

日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开展，'#"'
（第七届）亚洲户外展同期举办。作
为欧洲自行车展在亚洲地区的姊
妹展，亚洲自行车展是国内首个定
位于高端运动自行车、服装、装备
和配件的专业运动自行车展。

相比去年，今年亚洲自行车
展规模大幅增长，面积达到 '0-万
平方米，参展品牌共 '1)个，海外
品牌占 )(2。展会前两天（,月
'&.',日）仅对专业观众开放，后

两天（,月 ').'/日）为公众日，将
对大众开放。

众多行业巨擘领衔登陆亚洲
自行车展，除连续参展的 345!

6789、3:;<57=5>;?、@99A、BCD;、
EFB 等品牌外，今年还吸引了
E;GH7698I、EJ、E578<45 等国际著
名品牌首次亮相。

亚洲自行车展最大的亮点当
数“展中展”。 -K辆总价值超过
&((万人民币的豪华运动自行车
将在本届亚洲自行车展的“展中
展”区域展出。其中，价值人民币

')万元的 L;7GM98是目前展中展
区域最贵的一辆；F;G<;?;M.367GI

首次参展带来了新款 N .D5A;；
@OOP '#"'年伦敦奥运会中国自
行车队场地比赛用车和 '#"1 新
款科菲迪斯车队环法用车将带你
提前领略国际赛事的独特风景。

亚洲自行车展 &小时耐力赛
将于 , 月 ') 日在南京绿博园再
次拉开帷幕。当天下午 '#"'班夫
山地电影节世界巡展也将来到南
京，在展会举办地两场联播 )部
经典户外和山地影片。

3456789:;<=

班夫山地电影节世界巡展也将来宁

曾经是4路公交车站
这个公交车站，就在六和塔附

近，往九溪方向的一个半山腰上。
公交车站的外形，就像是一个

水泥材质的凉亭，面积大概有 '#

个平方米左右。弧形的水泥顶，下
面有 K根水泥柱子支撑着。除了正
面是敞开式，其他三面都被半人高
的围墙挡起来了。

附近的居民说，这个公交车
站，虽然早已不停公交车了。但是，
市民和游客，路过这里，可以小憩
片刻，还能躲避风雨，遮挡骄阳。
车站前面的这条路，过去也

叫之江路。那时候，现在之江路
的位置，到钱塘江岸边，这一片
全都是滩涂，边上还有很多种菜
的田地。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杭州说，这
个公交车站，是以前 -路公交车的
一个站头。再往前开一站，就是 -

路车的终点站九溪了。那时候，-路
公交车的线路，是九溪到湖滨，住
在九溪一带的居民要去市中心，都
是坐 -路公交车出去的。

“退休”后舍不得拆
日前，我们找到了 -路公交车

车队的副队长泮师傅。泮副队长
说，这个公交车站，已经废弃很久
没有用了。泮队长在公交公司干了
近 1#年，这个公交车站在他上班
之前，就已经再没使用了。听老驾
驶员说，这个公交车站，起码已有
1#多岁了。

泮副队长说，现在 -路公交车
在之江路上那个站头，叫浙大之江
校区站。以前，这个站头叫浙大三

分部，因为那一带以前是浙大的教
师宿舍。

后来，杭州城市建设，开通了
宽敞的之江路，-路公交车就不往
这里开了。但是，半山腰那条路，还
是通的。早晚高峰，之江路堵得厉
害，还是有不少司机绕道，往老的
之江路上开。

现在，这个水泥公交车站虽然
不用了，但这个水泥亭子，在六和
塔旁边的半山腰上，嵌在万树丛
中，还蛮有味道的，所以一直舍不
得拆。

见证公交站亭变迁
其实杭州的公交车站，这几年

的变化还是蛮大的。上世纪 )#年
代早期，公交车站就是用水泥柱子
搭起简易棚，也就是如照片中的这
个 -路公交车站。

到了上世纪 )#年代末，杭州
的公交车站就用上了不锈钢材料，
亭子中间是铁皮材质；从 "//&年
开始，公交车站都换成了照明式的
灯箱。

在以后的 "#多年里，杭州的

公交车站就越来越“潮”了。'##K

年、'##&年两年，杭州市区道路整
治，市中心全都配上了新款的公交
车站，款式风格与道路及周边环境
很搭调，就像在西湖边，就配上了
立体圆弧形、通透的灯箱款式。

近几年，在环城北路、艮山西
路、天目山路、莫干山路和解放路
上，还安装上了配有座椅的新照明
式公交车站，还在主要站点安装了
新型智能化电子站牌，会实时预告
车辆位置和到达时间。

郑功民 黄轶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