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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今日泰山

静静守望在岱庙附近

四条老街阅尽沧桑繁华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慧娟

▲作为泰安著名的老街，通天街曾几易其名。

最早见于记载的运舟街现在成了小吃一条街。

随着泰安城市建设步伐的日益加快，一些隐
藏在城市光环背后的老街，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在
这些曾经见证泰安几个时代变迁的老街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围绕岱庙的四条街道。那些残存的印
刻，犹如一道道年轮，记录着那些曾经的繁华和沧
桑。

通天街几易其名更加沉厚 先有东岳庙，
后有泰安城

作为泰安城的老市中心，众多老街布局
彰显老城的旧局。

泰安市文广新局文物科工作人员田承
军介绍，看过民国以前的泰城地图就会发
现，那些老街道的分布将泰安城划分成仅有
东西轴线，而无南北轴线的格局。这是因为
泰城与那种先做好规划，之后再行营建的城
池不同，而是依托岱庙，经历了很长的历史
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正所谓“先有东岳庙，
后有泰安城”。岱庙始终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这一点可以从城市的街道、布局与岱庙的协
调、配合上看出。

为烘托岱庙，泰城的南门正对遥参亭及
岱庙南门，泰城的北门没有开在正对岱庙北
门之处，而是略微向东，直冲岱庙东墙外的
仰圣街。遥参亭前的升平街连接东门、西门，
是泰城的东西轴线。以此街为界，泰城城垣
之内分为南北两部分，通天街由遥参亭直通
南门，为南半部的主干道；仰圣街由北门直
通升平街，为北半部的主干道。

目前泰城仍有 30 多条街道保持老街的
旧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这些街道虽然街名依旧，但街
上的境况早已面目全非，街上曾经居住过的
略有名气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被渐渐尘封起
来。田承军称，每座古城都留下过城市发展
的印记，在泰城的新城市规划建设中，这些
老街和老建筑的保存，可以让后代和来泰安
的游客在获知这些老街的同时，了解泰安古
往今来的故事。

作为泰安老城中心的主要
街道，原本通往泰安城南大门的
通天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在老泰城人心目中占据着重
要的地位。

27 日上午，记者来到岱庙南
面的通天街，看到街道两侧的建
筑整齐古朴，略显典雅，灰色的
墙壁透出浓浓的历史韵味。通天
街内开满了商铺，街上人来人
往，十分热闹。一位来自美国的
游客用生涩的汉语告诉记者，他

就住在通天街附近的旅社，听说
通天街是泰安的老街，就过来参
观一下古建筑，并顺便品尝一下
美味。

据泰安市博物馆工作人员
介绍，通天街，是泰城最古老的
街道之一，在《泰安县志》中曾被
称为“景岩街”(因取《诗经》“泰
山岩岩，鲁邦所瞻”之意而得
名)。从通天街往北，过遥参亭，
穿岱庙，经岱宗坊可直达南天
门，所以在清末时又称之为通天

街。1928 年，此街被改为中山街，
1938 年又被改为新民街，直到
1949 年才重新被定名为通天街。

“这条街道见证着不同历史
时期的文化历程，见证着往返于
街上各色不一的人群，也见证着
文明通向未来的一切。”泰安市
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通天
街名字更迭的过程便是一段历
史发展的过程，街名经过了岁月
的洗礼从而更加沉厚、稳重，更
加具有古老的韵致神态。

运舟街仰圣街傅公街命名各有意蕴

除了通天街之外，泰城还有
三条较为著名的老街，都围绕在
岱庙附近。

位于岱庙之西的运舟街，是
泰城见于记载最早的街，亦称郓
州街。后唐长兴四年九月的《冥福
院牒》提到当时有大郓州街、小郓
州街。“运舟”之名显然是“郓州”
之谐音，但传着传着就与泉水及
水道联系起来。如《泰山纪事》载，

“泰山一天门下西南一里有白鹤
泉，悬崖泻出，宛如垂练。今岱庙
后犹如有水门，而郡城内有运舟
街，皆其故道也。”

岱庙之东的仰圣街，已经无从
查考开始存在的确切年代，其由来
则见于《重修泰安县志·卷一》：“仰
圣街，即北门里南北街”。北门者，
指泰安旧城的北门仰圣门，这街便
因此得名。因倚岱庙东墙而建，又
名岱东街。古语曰：“紫气东来”，乃
祥瑞之兆。如今在仰圣街岱庙东门
迎面略旧的白壁上，这几个大字仍
然苍劲有力，很有道家意蕴。

位于岱庙之北的傅公街，与
仰圣街紧邻，是以泰城历史上一
名颇有政绩的地方官员命名的。
据记载，这名官员叫傅镇邦，清初

时任泰安州知州。当时正值明清
易代之初，地方凋敝，百姓流离失
所，傅公以稳定社会、安抚民众、
修生养息作为上任伊始的首务，
勤政爱民，深得民心。因为此前朝
廷清丈地亩时，所用丈量工具不
统一，同样是一亩，有大有小，致
使纳税不公，百姓怨声载道。傅镇
邦上任之后以泰安地瘠民贫为
由，据理力争，制作了大号的丈量
工具，不假手其他官吏，亲自丈
量，百姓尽得其利，后来泰安百姓
在西门外包公祠塑像纪念这位勤
政爱民的好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