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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山南路拐入集庆

路，下了新桥右拐，走 10米
远便到了一个巷子口，尽管
拆迁扬起的尘土迷了眼，记
者还是看清这条巷子便是胭
脂巷。

与一般老城南的巷子不

同，这条巷子路面铺了柏油，
十分平整，跟两边破旧的民宅
有些格格不入。这是一条等待
拆迁的街巷，大多数木门紧闭

着，开着的大门里，只见居民
进进出出，行色匆匆，不停地
搬运东西，而悠闲着的是一些
骑着三轮车收废品的小贩，他
们将车子停在巷子边，一边闲
聊，一边等待生意。

70多岁的王奶奶站在自

家门口，望着对面屋顶上一
方带着三角檐的小阁楼发
呆，记者问她是否知道胭脂
巷地名的来历，她才将眼神
收回，说听老一辈人讲，过去
这里是卖胭脂的，所以就叫
胭脂巷。老人说，很久以前，

有个姓郭的商人专门经营胭
脂水粉，他的胭脂水粉香味

比较独特，买的人多。后来这
条巷子卖胭脂的越来越多，

就叫胭脂巷了。
民俗专家王涌坚先生说，

与胭脂巷离得不远的牛市，也
曾是小商品一条街，其中巷子
口的“达子敬化妆品”很有
名。古代女人化妆常用的香粉
是用金属做的，所谓的“六朝

金粉”就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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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人对北门桥的估衣

廊很熟悉。原北门桥社区居委
会主任、今年 87岁的刘云兰
告诉记者，在这里，网巾市比
估衣廊更有来头。明清时，此

处为销售发网的市场出名。
听说以前，明太祖朱元璋

微服巡视，看见一道士正在
专心编结一种他从未见过的
网。这种网与鱼网不同，很
小，而且颜色、花样非常多。
这种美丽的“小网”引起了

皇帝的好奇心，便问这是干
什么的。道士说，这叫网巾，
用处很大，把它裹头上，任风
吹雨打头发不乱。于是朱元
璋便拿起一只网巾罩在头

上，感觉很好。第二天，朱元
璋就下旨诏道士为道官，专

门负责织造网巾，并以该道
士所织网巾为样板，向全国
推行。后来这条名不见经传
的街道就成了经营网巾的专
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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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民政厅地名管理

专家薛光特别提到已经消失
了的一个地名———闺奁营，
他认为这个地名消失了非常
可惜。

据了解，闺奁营东起火
瓦巷接娃娃桥，西至洪武路。
一位姓丁的老人告诉记者，

闺奁营在元代就很有名了，
这里有两家专门卖马桶的铺
子，因为质量好、造型美，许
多人家嫁姑娘都到这里买马
桶作为陪嫁。到了明朝，这里
除了卖马桶之外，很多陪嫁
品都在这里能买到，像女人

放化妆用品的镜台、子孙桶、
高脚盆、洗澡木盆、铜烫壶、
丝绸棉被等等，所以人家嫁
女儿都到这里来买东西，闺
奁营也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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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下区昨天召开新闻发
布会称，从今天起，南捕厅地

块甘熙宅第文物保护范围内
的拆迁工程正式启动，预计到
明年5月底前，南京最后的这
一处“99间半”将完成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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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下区拆迁办介绍说，

作为二期保护工程的一部
分，南捕厅地块甘熙故居文
物保护范围内的拆迁工程今
天正式启动。该工程占地
2.18万平方米，范围在中山
南路以西、南捕厅以南、大板
巷以东、中北长途汽车站围

墙以北，需拆除房屋近2.5万
平方米，涉及到 501户，拆迁
总资金约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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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改造工程完成后，

整个甘家大院将划分为梨园
雅韵、津逮书香、往日庭院、少

儿乐园、旧影城南和金陵工巧
6个主题片区，再现“金陵第
一大宅门”鼎盛时期的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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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民俗博物馆有关负

责人介绍说，按照国家文化局
的文件，甘熙故居已晋级为国
家级文保单位，还有了一个新
名字———甘熙宅第。

记者另外了解到，在把
501户“甘熙宅第”的“老邻
居”搬走后，将要新建一个大

型停车场，另外还要建一些配
套服务设施。南京城建集团相
关负责人说，目前 “甘熙宅
第”外围的规划设计还在进一
步细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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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南还有个地方

叫糖坊廊，从地名上看，
此地应是糖作坊集中
地。但是记者走访之后，
发现当地无人知晓此地
是否有过糖作坊。

糖坊廊位于城南中
华门内镇淮桥西北，东

南起中华路，西北接长
乐街。走进糖坊廊，才发
现这里的单号民宅几乎

拆完，只剩下一排双号
老房子，“听说不久也要
拆了。”住在这里的一位
中年男子告诉记者。问

起糖坊廊地名的来历，
男子直摇头，“这个要问
老年人，我们不知道。”
根据他的指引，记者找
到住在糖坊廊 48号的
朱学勤老人。老人 75
岁，是土生的老南京人，

长大后去外地工作，近
几年才退休回来。但是
小时候他就听老辈们说
过这里的故事。
“这里原来不叫这

个名字，叫灭街。”老
人的开场白就把记者吸

引住了。朱老说，叫
“灭街”是与朱元璋、
马皇后有关。明朝时
候，这条街上住了一个
元代的大将军，朱元璋

怕他造反就想杀他，先
派探子跟踪他，看他住

哪里，找到他的地址
后，探子在他家门上挂
了灯笼作记号，打算晚
上动手。马皇后知道这

件事后，认为此人不该
死，她派人将这条街上
所有人家都挂上灯笼以
混淆。但是朱元璋动了
杀机，不管三七二十
一，把这条街所有挂灯
笼的都杀了，于是这条

街就叫“灭街”。
灭了所有人之后，

一批新的老百姓住进来
了，有很多是篾匠，因此

后来此地又名“篾街”。朱
老说，其实篾街上不只是

有卖篾器的，这里的棺材
店在南京曾经也是很有名
的。但是为什么“篾街”后
来改名为“糖坊廊”，他就
说不出原因了。在他之后，
记者又询问了几位年纪较
长的老人，他们也不知道

这里为何改名“糖坊廊”。
糖坊廊较一般老城南

的巷子要有名，因为这里
有一座秦淮河上现存较完
整的河房，2002年已经
列入江苏省文物保护单
位，只是这座 300多平方

米的清末老民居如今已经
破旧不堪，再难现当年秦
淮河“两岸河房，雕栏画
槛，绮窗丝障，十里珠

帘”的盛景。

Iö(JK�LM_6ÀF

³MNOcP#Q( R«ST

WUVW¬X� "#$% bGYZ

I[W\]=^( _`abö

¬ckm�LMFSTWd &%

À_6ÀÀefg�@( hU

VSTRiG j¦9klmEU

ÚÛUnòoUpq[UrstU

guvUgwÛUx[éU+,

ÛUy=zG

²i{|�} ' ~ST�

�k&( ��&`k���%�

�,� &$))*&*$ �V��&

` 6 À ��+,,-.//01234014

567480��_6ÀLMF ��

ST�94 ��_ËJK,�k

#$%$%U)":)'*#&( � V � �

;;;4<=>?0@01=054863480�'4

��/��[ "' ¸&`k6

À � � � � f � A � � k

9&%%&)(# � & [��BG

$+,-#./01234%

z{ÝÞß5@àáâãä åæç èéê}ëì"#íî�� ïð

5678

¾¿Àr ñòó (ôÀr õö Ôô� ÷ø ! ù úûü ! ý

!

À

r

þ

ÿ

&

!

!

"

"

î

&

�[+ ¸¡ &'#CDEF$:"9

#!"$%&

�¢b£&¤(ÚÛ¥ÊÈHG

¦§ÆH¨©ªG ^«¬®¯G沈瀛

oè'

!

(

)

*

Â

+

,"
#
$
%
&

&

AØÙe-.N///01>29åC345�67Ý8�h9:;<9y=«

>�:;?�@AB=^

999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