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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的老街
除了本期策划重点提到的几个老街

外，还有以下这些老街，都称得上是古

朴、珍贵：

龙川水街

位于安徽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绩

溪县瀛洲乡龙川村，距绩溪县城12公里，

具有悠久的历史，保存完好，是绩溪县重

点开发的旅游东线中的重要旅游区。水

街及沿街两边建有许多文物古迹、历史

建筑，具有极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极高

的文化价值。

万安老街

老街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休宁

县万安镇上。老街有 1700 余年历史，明

清鼎盛时期店铺多达400多家，行业多达

100多种，是休宁九大街之首，享有“小小

休宁城，大大万安街”的美誉。

赤滩老街

赤滩位于安徽省泾县城北 7.5 公里

琴溪河与青弋江交汇处，是青弋江航道

上一个古老的水上重镇。漫步老街，依

然能从那整饬的卵石道、错落有致的马

头墙间感受到它曾经的辉煌。

章渡老街

泾县章渡镇位于太平湖的下游青弋

江边。历史上，青弋江水路运输便利使

章渡成为重要的商埠。如今落寞的小镇

仅在江边还保留着一条老街，老街很小，

靠水一侧的房子全部是吊脚楼，据说为

江南唯一的吊脚楼群。

本版文字 叶孤城

歙县徽城镇鱼梁是徽商兴盛时期的重要

水路码头，至今还保持着古代水埠和码头的原

始风貌。鱼梁古街依山傍水，蜿蜒有一公里，

整条街道用清一色的卵石铺就，恰是鱼鳞，又

因古街形似鲤鱼，又叫“鱼鳞街”，号称“江南第

一水街”，也是不可多见的徽州古商业街。

老街两侧店铺林立，房子依旧是站立了千

百年的古民居，青瓦黛墙，小阁楼，大天井，古祠

堂、古寺庙也随处可见。有些房子年代久远，不

免显得古老衰朽，但掩不住昔日的繁华富丽；旧

时的华屋景象全隐匿在那些花样、造型、寓意皆

匠心独运的砖、石、瓦、木四大雕刻上。

漫步鱼鳞街，寂静中鞋跟轻扣街面那清脆的

回响，不由得让人凝神沉思。常能遇见一些闲逸

老人，在门口小凳子上坐着，守着面前一个小摊

子兜售商品。那朴拙质朴的人文，清逸安闲的生

活，平和恬淡的处事让你感觉亲近又温暖。

穿过一些木色暗哑的门，总能看见古旧的

房子里坐着一些耄耋的老人，沧桑的眸子向我

们投来温暖的一瞥，那岑寂的光阴，一坐就是

千年，定格成我们眼里的永恒。凝视着那深

邃，脚步轻轻，话语轻轻，总怕自己的鲁莽和放

肆惊醒了他们那些沉醉的冥想、那些陈旧的往

事。天阴暗着，那天井里透进的光也阴暗着，

透过这阴暗能隐约地看见那些对联条案方桌

座钟等家常的摆设，一栋栋高大的老房子，益

发显得空旷而辽远。

渔梁坝曾是徽商往返的必经之路，被称

之为“徽商之源”。鱼梁老街，正是这一历史

的见证者。

鱼梁古街：“徽商之源”的历史见证

临秋浦河而建的殷汇老街，历史上集市贸

易曾盛极一时，有“徽商汇贾”之称。然而，随

着时代的变迁，老街早已不复昔日的繁华，在

新式建筑的包围和“蚕食”之下，满目疮痍的老

街，如果再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恐怕很快就要

烟消云散了。

老街的由来

殷汇镇历史悠久。早在三国以前,这里就

是个繁华渡口,有几家殷姓茶炉酒肆供南来

北往的客商汇聚歇息,因此得名“殷家汇”,后

简称殷汇，地处今池州市区西南28公里的秋

浦河畔。殷汇老街即得名于古镇。明、清时

期，这里就是皖西南地区土特产集散中心和水

陆交通枢纽。

三国时期东呈大将周瑜、黄盖常转战于

此，黄盖曾任石城长（古石城县址在今殷汇镇

石城村）。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五到秋浦”，留

诗45首，其中《秋浦歌十七首》脍炙人口。宋朝

大将陈满洲曾屯兵殷汇平顶山。明嘉靖年间，

殷汇正式建镇。

九弄十三弯

殷汇老街有1公里长，130多家店铺。均

合面而建，砖木结构，多为青砖小瓦，地道的徽

派建筑风格，古朴典雅。大多是三进两天井，

前面临街是铺面，中间是厅堂，最里间是居室，

由前往后逐步升高，既体现了避水防潮的作

用，也含有步步升高的寓意。

当年建街按风水布局，街的南北两端各有

一“鸿门”。南鸿门对玉屏山，上外刻有“浦水

朝宗”，对内刻有“光天化日”。北鸿门对海螺

山，对外刻有“螺水回溯”，对内刻有“裕后光

前”。 街道中置九弄十三弯，取峰回路转引人

入胜之意。

千年古镇殷家汇的商贾兴盛，有古诗为

证：“商船泊岸如鳞次，昼夜人流似海喧。”因日

有上千只船往来穿梭，艄公划船如作揖。夜有

岸上店家灯火通明，河里船上的灯光在波光中

闪烁，便有了“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

之美誉。

现代文明下的失守

殷汇老街的房子，一些早已坍塌，一些已

改建为新式的楼居，显得破败而杂乱。二十年

前，中央电视台拍黄梅戏《新婚配》和安徽电视

台拍黄梅戏《郑小姣》，去老街取景时，导演发

现老街古建筑毁损不全，遂移机别处拍摄。

殷汇本地人对老街的记忆也已经淡漠，老

街在现代文明的裹挟下，渐渐失守。目前还居

住在老街的，只剩下一些老人，年轻人渐渐搬

出了老房子。

虽然各级政府都将老街列入保护名录，但

老街上的房子依旧屋破人稀，脚下的石板路已

经被沙石掩盖，四面八方的钢筋混凝土新建筑

似乎要快将它吞噬殆尽。也许有一天，老街会

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湮灭了。

殷汇老街：“徽商汇贾”之地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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