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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古至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东大街都呈现了自己的东之美、大之美、街之美：最宽大的街、
最金融的街、最商业的街、最灯火的街、最酒香的街、最繁华的街、最茶馆的街、最水灵的街、最丽
崇的街，最珠玉的街，最五行的街、最民俗的街、最寺庙的街、最小吃的街、最文教的街、最洋务的
街、最交通的街、房租最贵的街，以及世界第一白酒坊、世界第一枚纸钱币都与这条街有
关&hellip;&hellip;它是成都老街的代表，是当之为愧的&ldquo;首街&rdquo;。
　　在还没有春熙路的时候，它就名噪天下了！
　　由著名作家凸凹和80后新锐作家魏亦合著的人文地理图书《成都魂&middot;首街：东大街浮士绘
》是一部首度记写成都东大街的书，展开它就展开了一轴&ldquo;清明上河图&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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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凸凹，原名魏平，中国作协会员，著有人文地，理随笔集《纹遭》、诗集《手艺坊》等，评论札记集
《字篓里的词屑》。
电视连续剧《滚滚血脉》编剧。
新锐诗歌批评家谭五昌主编有《凸凹体白皮书:（手艺坊）诗歌美学六十家评》。
魏亦，本名魏易，1986年生人，14岁入成都市作协，20岁入四川，省作协。
黑龙江省高校优秀毕业生，江西财大在读研究生。
著有时评集《炮轰超级女声》（重庆出版社2005年9月版）、长篇小说《1227的三生石》（春风文艺出
版社2006年1月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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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既丽且崇：大街的吐词城街之辩：从东门进入城池的大街乍现之光：故纸堆的，眼睛的盐市口
以东，一条以方位命名的大街一条很五行的街第二章 金：从交子到金融的时空切换瞧，它有金子的心
⋯⋯铺面租金最贵的街道商道：东大街上的“帮”交子：世界第一枚纸币的故事中国西部的华尔街上
下街铜像：无名英雄到刘湘的距离第三章 木：圆畅的声音，半柔的饰词堪比东京的大街气象一座城池
的木脉名楼之美：这边的门窗向阳开第四章 水：润下的熹纹波光，温软的镜影碎片河街之恋：仿佛永
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一位锦江船工后裔的水码头记忆茶水的中心，略等于城市的中心诗笺卷就的薛
涛井酒在东门：从薛涛、全兴到水井坊第五章 火：灯光照应的城市血脉东边的火唐明皇蓦然回首瞥见
的阑珊灯火始于鹤鸣山仪式的灯会史记晒晒李劼人笔下的最灯会成都灯饰市场的“鼻祖”在哪里？
第六章 土：奔跑的街房、路桥与宝玉尘归尘，土归土：东去的道路声声慢：土石方的实用嫁接与美学
铺衍急就章：杨森变街坚硬、光亮，且有形的土第七章 满大街的政府行为丁保桢在东大街掀起的洋务
狂飙官府、官员、官事第八章 旧历书：东来的紫气寺、寺，大慈寺的寺⋯⋯城隍会：人鬼互动的倾城
之举采紫气：层出不穷的郊游记夜市、小吃与“鬼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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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城街之辩：从东门进入城池的大街没有城可以有街，没有街一定没有城。
街是城的前提，是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城是街的房子，房子坍塌，街消失。
在街上走，也就是在城的肚子里走。
先前是没有城的，街多了，城就出现了。
街一多，为区分街与街的不同，街就有了命名。
有的街以名人命名，有的街以用途命名，有的街以典故命名，有的街以所属城的方位命名。
东大街就是一条以所属城的方位命名的街。
吾国有很多东大街，成都有，西安有，北京有，南京有，杭州有，苏州有，上海有，所有历史深厚的
大城市都有东大街。
所有东大街中，以成都东大街最为有名——在百度搜索“东大街”，排在“相关搜索”首位的，就是
“成都东大街”。
这里专说成都东大街。
成都东大街没有成都古老，因此，还是从成都城说起吧。
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在成都平原活动。
最早进入成都平原的，是属于岷江上游氐羌氏族系统的蜀族先民。
古蜀历经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几个王朝。
但成都建城，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具体为“秦蜀交战”蜀王战败、蜀地纳入秦国版图后
。
据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惠王二十七年(前311)，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
⋯⋯”这是我国历史上对成都筑城时间和城市规模有确切记载的最早文字。
后世《芙蓉话旧录·卷一》也说：“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司马错灭蜀，灭开明氏，筑成都城，
是为成都有城之始。
”张仪始建的成都城分大城和少城两个抵背相依的板块。
两城就算合起来实际上也非常小，如今的盐市口附近可能已经算是城池东门的范畴。
彼时的东门城垣和清时东城垣相距甚远——清在更东的地方。
那时，东大街自是不存在，属于荒郊之地。
秦之后直至隋代，成都城几经发展，但城东的式态、风貌并未有质变。
东大街到底始建何时，无考；此东大街之前，大城、少城内，锦官城、车官城内，是否还存在过彼东
大街，无考。
但据多种史料证实，东大街的勃兴，应源于唐代。
唐玄宗避难人蜀，题词于东郊大慈寺。
贞元元年785)，韦皋任西川节度使，自西北引内江水人城，凿解玉溪，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前，
于东郭附近仍入于内江。
使得东南郊江水环绕，更为热闹。
这个时代，东大街地块已见“热闹”，可见已成市井。
据《资治通鉴》记载：僖宗乾符“三年(876)⋯⋯西川节度使高骈筑成都罗城。
⋯⋯周二十五里”。
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于乾符二年(875)正月上任，第二年便上表请广筑罗城。
于是，为抵御南诏入侵的军事需要，以及适应经济发展，对成都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增扩，筑建了
罗城。
胡三省注：“罗城，即外城也。
”高骈六月上表，十一月竣工，据《全蜀艺文志》之《赐高骈筑罗城诏》记载：“每日一十万夫，分
筑四十三里，皆施广厦，又砌长砖。
⋯⋯役徒九百六十万工，计钱一百五十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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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的规模的确是成都建城史上极为重要一环，扩建的罗城范围已经非常接近清代的城垣。
又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记载：“唐高骈筑罗城开十门，上皆有楼，西南日小市桥门，东南日
小东郭门。
又有东闾门、西阊门等。
大顺初王建攻陈敬碹于东阊门是也。
”这里的东阊门又称为大东门，近似于清代以来成都城的东城门。
而后，被唐封为蜀王的王建割据成都，公元907年在成都称帝，建前蜀。
据宋代张唐英所撰《蜀梼杌》记载：“王建武城元年(称帝后的第二年)，改⋯⋯(成都罗城)万里桥门
为光夏门，笮桥门为坤德门，大东门为万春门⋯⋯”罗城因环绕秦隋旧城而建，故后来称其为大城。
罗城的兴建，进一步说明城东的街巷建筑已成规模，自成格局。
至此，从成都大城的东门经大慈寺出罗城大东门一线，因蜀地少有战乱，生产发展，街路始有干道气
象——东大街就此形成。
到宋代，各门又恢复了原名，东大街已经有繁华的夜市，是成都城最热闹的街道。
据南宋祝穆所撰的《方舆胜览》记载：“每岁七月七日，蜀人登大慈寺前雪景楼观夜市。
”对这一隋景的描绘还有元代费著《岁华纪丽谱》：“(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
，晚宴五门楼”，以及田况的《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等。
提及元代，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里写道：“城的周围有二十英里。
”这样算来，恰是成都建罗城后的规模。
明代《天启成都府图》的绘制，将东大街全貌从地上搬在了纸版上。
图中可看出，从蜀王府东侧、长使司起，经按察司、提学道、督察院、税课司、大慈寺，最后到达迎
晖门，全长按比例约为当时成都城垣圆周的半径——这是我对历史上的东大街最早最直观的印象。
据《明史·李文忠传》记载，李文忠于洪武四年秋人蜀，修筑成都新城，奠定了成都城几百年的格局
。
后来，虽经以张献忠军队为主的明末清初兵燹战乱屠毁，清代成都城的重修到底还是延续了明城的底
盘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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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首街:东大街浮世绘》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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