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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拐十八巷，是过去老六安的城市格局，六安人没有不知
道九拐十八巷的。不过随着新城市建设，现在“九拐十八巷”
已成为了历史，新生代的六安人，对“九拐十八巷”只当作作是
一个传说。老六安人现在还能够记认出这些拐、巷所在位置
的人也不多了。好在“九拐十八巷”的前三条巷子头道巷、二
道巷、三道巷，虽然已经改造得看不出原貌，却是在原址未
动，老六安人到此还能勾起对九拐十八巷的回忆！

九拐十八巷从头道巷、二道巷、三道巷算起。而头道巷、二
道巷、三道巷是从进南门数起的。从南门进城是文盛街。文盛
街是六安的南大街，街右首是裕民烟厂。从裕民烟厂大门顺
城墙头沿城河向东，都是烟厂的围墙。大约百把米外，有一座
宏大的徽派建筑，是六安万济会原址。五十年代在此址建成

“六安专区蔴类纺织厂”，母亲在此上班，直到1959年工厂下
马。万济会东边就是南门广场了。

南门里左首，紧靠城墙头是一个杂院，住有几户人家，院
子里面有一个大仓库。五十年代这里还有一个马车店。从这

里过去不过二、三十米远，就是头道巷。
从头道巷向北，过了巷口的石匠铺是一家面坊。走过面坊

是一个大门楼子，这是进城第一家大户，叫关家大门楼子。然
后是一个大杂院和又一个大门楼子，再过去就是二道巷了。
姥姥家就住在两个大门楼子之间的那个大杂院，门对面是裕
民烟厂的老大门。

从头道巷到南塔路
头道巷东起文盛街，西连黄大街。以前南门里头道巷附近

有三家面坊，文盛街一家，头道巷两家，都是驴拉石磨，所以
头道巷口第一家，是一个石匠铺，主要是为面坊服务，錾磨
盘。因为马车店和磨坊，南门里这一块平时就有一股马、驴的
粪、尿味。到秋高气爽之时，这几家面坊开始做挂面。南门里，
城墙头，摆满了挂面架，空气中弥散着清新的面腥味，微风吹
动悬挂的面丝，像一幅幅闪动的丝网，算得上当时南门里别
致的风景。

头道巷西端是六安中学。六安中学校址位于头道巷和二
道巷之间。头道巷原来是贯通的，巷西头南侧临城河沟有一
块空地，学校把它作为操场，这样学校就分成了两个部分。后
来学校筑了一堵墙，把巷子隔断，将操场圈到了学校里面。学
校成了一个整体，头道巷就不贯通了。头道巷本来不冷清的，
巷子隔断以后就比较偏僻冷清了。但因是进城第一道巷子，
也住有几家大户，还是有点知名度。

成了半条巷子，也就冷清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说也
罢。

头道巷现在还在原来的位置，不仅再度贯通，也比原来
变长了。从文盛街穿过黄大街和南塔公园，连接草市街路，直
抵华邦新华城。

遗憾的是，现在头道巷不叫头道巷了，叫“南塔路”了。头
道巷将从此后的六安历史中消失，后来的六安人将不再知道
头道巷的缘由。

被抢了巷名的二道巷
头道巷和二道巷之间的地势比较高，六安人惯称这里为

“南门高头”。因为地势太高，用水很困难。人们日常洗涮都到
南城河，也从城河里挑水回家用。生活吃用水靠买，卖水的人
从大河挑来淠河水，或是下面三道巷苏家大井的井水，3分钱
一担。关家大门楼子里有一口井，水一直不旺。听姥姥说鬼子
攻进六安后，关家大门楼子里驻扎了一些日本兵，将这口井
当作粪坑，倒进了许多粪便。这口井后来人们也就不用了。

南门最高点，是二道巷东口。这里与三道巷东口的高度
差可能要在20米上下。站在二道巷口高处，军分区以南的街
道房屋能够一览无余！

与头道巷一样，二道巷也是东西两头将文盛街和黄大街
连了起来。不过二道巷要比头道巷长许多。站在二道巷东口
向北和向西，都是自高向下，一目尽然。

二道巷口并不热闹，巷口对面有一家烟酒小杂货店和一
家水锅炉。姥爷家住在南门高头，做饮食小生意，一般都不在
这里摆摊营业，要到底下三道巷那里人多才有生意。那家杂
货店生意不大，平时来买东西的人零零星星。水锅炉却常常
有一些人聚集。所谓水锅炉，外地也有叫作老虎灶的。过去城
里人用热水，都是到水锅炉去买，就是一般所说的冲开水。赶
到早晚用水高峰时，开水要等。这时开水瓶挤满了水锅炉的
台子，等开水的人难得聚在一起，就互相聊了起来，家长里
短，一时十分热闹！姥姥是不让我们去水锅炉冲水的，怕开水
烫了我们。姥爷则常常让我去烟酒店替他打酒。姥爷不是好
酒之人，做小生意辛苦，只是偶尔喝两口。我记得，通常是姥
爷给我两毛钱，我拿一只不大的瓷茶盅，去杂货店打一提烧
酒。这一提酒说是二两，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两多，当时一斤是
十六两。两毛钱用不了，找的零钱算是姥爷对我的奖赏。那时
的酒真是好酒，地地道道的濉溪高梁大曲！我曾经偷尝过，醇
正的高粱酒味道刻骨铭心地存留在了记忆里，无形中成了我

之后对酒的品质的评判标准。现在不是有人喜欢喝“58金高”
吗，那是金门当地出的高粱酒，从中还能品出一点相似的风
味。

那时二道巷非常安静，行人很少。有几家手工丝绵纺织户
就将这里作为露天的生产场地，在这里进行手工合纱并线作
业。操作者举扛着五六个纱卷筒架，一般放出四五十米远再
返回。然后用搓板搓动悬挂在线架上的像现在长柄棒棒糖一
样的铜线锤，给纱线上劲绞合。纱线绞合逐渐绷紧，旋转的线
锤上升触碰线架，就发出像蝉鸣一样的声音。这也算是当时
二道巷的一道特色风景。

二道巷中段有一座建筑，临街的有两层，里面有好几进院
落，后门可以通到头道巷。据说解放前这里曾经是金城银行
和农民银行的营业处。解放后这里成为了六安县食品厂的生
产厂址，六安第一支冰棒就是在这里生产的。食品厂迁到西
郊三里街后，先是县直机关在这里办过几期干部培训班，后
来这里就成为县直几个单位的职工宿舍了。

二道巷东段北侧是个花墙大院，大门在巷口朝东南斜开。
这里最早有部队住过，五十年代后期挂出了“六安专区中学
教师进修学校”的牌子。大概不过一两年的时间，进修学校搬
到了河西桃园，成为了“六安师专”，及至发展到现在的“皖西
学院”。二道巷也是“皖西学院”的发祥地之一，现在知道的人
真不多！进修学校搬走后，这个大院成为“六安专区供销管理
干部学校”。再后来，这里成了地区供销社办公和生活区。

二道巷西端连到黄大街，巷口左侧是六安中学，右侧是军
分区招待所。军分区招待所原来是军分区后勤处机关，驻地
是过去六安州的守备营衙门。直到六十年代末，守备营衙门
威武的南大门还保存着原貌。后来为适应工作需要，对老建
筑进行改建，看不出原貌了。这里一直是六安地方征兵的集
结处，也是许多人难以忘怀的军旅事业发展的起源地。后来
这里改建成军分区招待所。再后来，因为这里具有有名的黄
大街小商品批发市场黄金位置之优势，就改造成了“军招大
市场”。一时生意兴隆，名声很大。

二道巷现在也还在原来的位置，没有任何移动，和以前一
样，还是比较清静。不过没有现在的头道巷长了。现在二道巷
西巷口隔黄大街正对南塔公园中心，东巷口依然搭连在文盛
街上。整条巷子贯穿“金壁华府”小区，把这个小区分成南北
两个部分。不过二道巷现在成了无名巷，巷名被另一条无名
巷抢了！不知什么原因和理由，城市地名管理者莫名其妙地
将“二道巷”地名路牌插在了一条新开的街道上了！在现在城
南小学大门前的路边，你可以看到这块“二道巷”路牌。殊不
知，这条街道开通不过才十来年！

老六安都知道，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没有其他巷道。城南
小学原来是大门西临黄大街，后门东靠塘子巷，南与军招大
市场无缝相邻。前些年老城改造，城南小学和军招大市场都
拆了。根据城市建设规划，改造后的城南小学大门改向南开，
在黄大街与文盛街之间新开一段道路，与五牌里的“中国城”
街贯通。这样，黄大街就可以直接连通解放路，构成老城街区
又一条东西向通道。

二道巷是有历史的，建城即有二道巷。抢二道巷巷名为
这段新开的街道命名为“二道巷”，实在是无厘头之举！也让
老六安人匪夷所思！真正的二道巷又何以所称呢？不少市民
谈论，应该替二道巷恢复名誉，“二道巷”的路牌应该插在二
道巷！

五十年代的裕民烟厂

头道巷到二道巷之间的六安南大街没有什么繁华热闹。
除了头道巷口附近的石匠铺和面坊，一直要到二道巷口才有
店铺。当时所说的南门概念，包括了南门口到二道巷这一带。
这一段街面是文盛街南头，说是进城主要街道，其实很僻静。
幸亏裕民烟厂在这，这段街区才有一点城市的热闹。

五十年代的裕民烟厂在城关是一个大单位，上下班闹哄
哄的，很是热闹。姥姥当时是烟厂的工人，是一位解放后正式
参加工作的“小脚老太太”。身穿白色工作围裙，头戴白色工
作帽，面戴口罩，上下班精神十足。当时制烟工艺落后，姥姥
在烟厂的工作是手工撕、拣烟叶，上班一身干净，下班一身烟
味浓厚的灰尘，闻起来很呛人。那时工厂社会活动比较多，经
常学习、开会，还举办职工文化扫盲识字班。姥姥原来大字不
识一个，后来很认得一些字。

随着生产发展，烟厂安装了一台锅炉，用蒸汽熏蒸烟叶，
上下班就拉汽笛为号。老六安的人们还记得，烟厂那雄浑的
汽笛声是全城信任的报时信号。当时六安人常说，“烟厂都放
汽了，该吃饭了……”

一到重大节日，烟厂大门就会扎起漂亮的松柏彩门。松枝
的清香充盈街道，闪亮的彩灯在晚上给了黑暗的街道一点光
亮，小孩子们晚上出来玩胆子也大了一点。节日的欢乐总是
充满各种愉快！那时候各个单位重大节日都讲究加餐，烟厂
好像没有大的职工食堂，然而对节日加餐的职工福利一直都
很重视。每到此时，端着透出诱人肉菜香味的饭盒或大搪瓷
缸的烟厂女工走在街上，都会引来人们羡慕的眼光！母亲的
蔴纺厂也加餐，两个工厂的工人来来去去，一条街充满馋人
欢乐的节日气氛！在五十年代那种低生活水平时代，这样的
快乐给我们留下的记忆非常深刻。

后来蔴纺厂下马，烟厂搬到城西南郊，南门那一块就冷清
下来了。

裕民烟厂是六安刚解放时由人民政府投资办的。初办时
租赁了一家照相馆作厂房，后来逐步发展。那时刚解放，政府
财力薄弱，还没有大的规划建设能力。随着生产发展需要，
1960年地区规划建设烟厂新厂。当时新厂建设之地是六安城
边上西南郊最好的一片农田，位置在现在的市妇幼保健院南
面。同时六安地区健康食品厂与之比邻同建。这两家地直工
厂没有建在当时六安的城北工业区，可以看出地区对这两家
工厂的特别重视。新厂建成投产后，是一座现代化的卷烟厂
了，1964年我们在二中上学，学校还组织我们到烟厂进行了
一次参观。不久后，国家调整工业经济布局，六安裕民烟厂被
合并到合肥烟厂，这也是六安地方服从国家规划所作出的又
一次利益牺牲。

烟厂搬到合肥后，这片厂房被六安地区印刷厂所用。地区
印刷厂原在棚场东边东大街上，搬到烟厂的新厂房后不久，
对外叫六安地区新华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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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烟厂生产销售的裕民牌香烟的烟标

其实，六安除了九拐
十八巷，还有很多十八巷
以外的其它街巷也有有
趣而好听的名字，这些名
字，有相当一部分在城市
扩张拆迁改造的进程中
逐渐消失在推土机的滚
滚浓尘中。如北外街、篾
匠街、便门街、大井拐、田
家拐、和平巷、牛角巷、大
竹丝巷、小观音寺巷、清
官旗、十八层、北门下洼
等等，这里，笔者仅凭记
忆理了一部分老地名，包
括已消失或还在使用的，
并记出地理方位及地名
由来，留存后人备考。
落水桥 (老城南门

口，地势低洼，积水落
入该桥流去，故称)
水步口(西大街北端

河岸，原系淠河码头，
挑水的从此上下搭步，
故名)
十八层(连接鼓楼街

与庆安街的通道，落差
较 大 ， 上十下 八 步 台
阶，故名)
菜岗头(现市妇幼保

健院一带，原为一蔡姓
人家住地而名)
淠塘沿(横街与草市

街之间有塘名淠塘，周
围有居民沿塘而建房)
老鸹塘(位于北市街大王庙南，一水塘，多有

老鸹鸟在此，故名)
锥子庙(北门塔院内多宝庵庙，俗称锥子庙，

为居委会之名)
落星庙(皋城路市四院前后，据说此地落过陨

石，群众建庙纪念，故名)
鼓楼洞(六安人对鼓楼街的俗称)
魁星阁(原老城墙东南角之上的建筑，为古八

景之一“谯楼揽胜”旧址)
大悲庵(现西湖庵西边沿淠河南路，已拆除)
常青路(现红街东边的一条连接皖西路与人民

路的道路)
两口塘(位于解放北路北端南侧，此处有塘两

口，故名)
百罗丘(解放南路至龙河路一带，原丘陵地15

亩，能收一百箩稻谷，故名)
苏大堰(解放北路一中对面，原为水塘，现已

填埋修路)
九里沟(市北距老城九里，街旁一条堰沟，历

称九里沟)
关帝庙(关岳庙，武庙街与盐店巷之间，庙已

毁)
火神庙(在五福堂与盐店巷之间，旧庙早毁)
万寿寺(云路街与东大街之间，寺庙。相传明

朝建庙，毁于民国初年)
便门滩(淠河中一荒滩，位于淠河之西。是六

安古八景“桃坞晴霞”之地，现为月亮岛)
凤凰桥(位于三里街西段与凤凰塘交界，原为

木桥，被日机炸毁，建国后建石桥)
锅底山 (位于望城岗南一公里，状似锅底为

名，现市行政中心一带)
毛狗洞(皋城东路北侧东段，皖西卫生学校西

侧，原有毛狗出没，故名)
菜市湾(地片名，城北边老淠河东岸，原蔬菜

基地)
小华山(淠河总干渠以南，原六毛路以北，地

藏王曾打坐此山；清时在平岗头建庙纪念，现庙
仍存)
小南海(原为小南海庙名，紧靠九墩塘公园，

现仍存)
油坊桥(位于中市街原常青路一带，现属红街

社区)
紫竹林(位于小三里街南，有庙名曰紫竹林，

故名)
六德公园(原九墩塘名，老城东门亦称六德门)
菜籽河(位于大别山路北，过去是凹地，产菜

籽，后改池塘，得名)
大岗头(距老城十里，岗头面积5亩，大岗头

村委会驻地)
清水河(初名金水河，现为原九里沟，现清水

河街道名)
上龙爪 (为城西淠河东岸上游，现云路桥附

近，岩石状似龙爪，伸入淠水中，故名)
下龙爪(位于淠河中段东岸，天然岩石状似龙

爪。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此驻驾，并手书“龙
磐石”三字，后人又在石上刻一“寿”字，字迹
仍存，为六安古八景之一“龙爪映月”)
永安桥(三里街与横街交叉处，光绪二十六年

为方便行人由彭正章捐资所建石拱桥)
和平桥(位于云路街西端，靠淠河沿，地势低

洼，1953年拆城墙建吊桥，桥上连接城墙南北两
端，可行人，桥下通淠河，也可行人，后扩建街
道拆除)
大沟沿(由金陵巷至牛角巷口，沟通城区古下

水道、故名)
吊官桥(北外街上拐头与潘驾拐中间，桥下曾

吊有棺梓而得名)
清官旗(西大街北侧，传说一州官断案清白，

为民称颂，当街竖一旗杆以示纪念，故名)
北门下洼 (北外街北门塔一带，地势低洼故

称。现北塔广场一带)
老衙门台(位于云路街西端，清朝时系州衙门

驻地，解放后为六安行署公安处办公及宿舍之地)
盐笆箕口(南接大王庙巷，北至下龙爪，有一

码头、一家盐店，故名)
金家台(位于北门塔对面巷道盐笆箕口通往下

龙爪的一个叉巷)
记住地名，就记住了城市的历史。
想起地名，就想起了曾经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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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头 道道 巷巷 和和 二二 道道 巷巷
程念祥

1.鼓楼街
2.淮王街
3.棚场街
4.六安县人民政府
5.六安军分区
6.地区邮电局
7.云露街
8.南门塔
9.黄大街
10.六安电影院
11.书板街
12.消防队
13.六安盐库

二二道道巷巷旧旧址址

一个城市的记忆符号，不仅仅是它它的建筑风格、山水风光、民俗风情，也不仅仅是飘荡在

民间娓娓相传的典籍掌故和风云史记，而是更具传承魅力和故事隐藏性的地名。只要讲起这些

名字就想起它的故事，想起从前的旧模样和亲热热的街坊四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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