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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坝街东抵钞库街，
西至长白街，位于秦淮河南

岸，而这一段秦淮河正是明
清时期最为香气弥漫的金
粉之地，因此在这条大石坝
街上，也演绎了无数风流人
物与艳丽佳人的生动故事。

最为轰轰烈烈的当数秦

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与落第
书生侯方域的爱情，一曲
《桃花扇》让人们永远记住
了这位女子。如今的大石坝
街 150号还保留着她曾经
居住过的处所———媚香楼。

住在大石坝街11号的

朱利祥老人今年 68岁，是
土生土长的老南京人，对大

石坝街的“辉煌”过往还留
有一些印象。朱老还记得，

大石坝街的“烟花生意”从
明清一直做到解放前，小时
候，他和小伙伴去夫子庙大
成殿玩，前面广场上就有很
多穿着艳丽的女子与过往
路人拉拉扯扯，“生意谈成
就带到大石坝街上的房子

里去了。”
朱老说，以前秦淮河岸

边有大、小石坝街，还有东、
西石坝街，大石坝街是妓院
相对集中密集的地方，小石
坝街、东、西石坝街也有一
些，所以“石坝街”就成了烟
花之地的代名词。“家住石

坝街，门户有点歪。”曾经民
间还盛传这样的戏谑之语。

而与灯红酒绿的大石
坝街隔河相望的便是贡院
街，江南贡院就在这条街
上。想必那些学子们一朝鸾
凤飞天，便总要庆贺一下，
于是风清月明夜，招来十里
秦淮上的船家，一边饮酒，

一边吟诗作赋，人生的酣畅
淋漓或许就都在里面了。

如今的大石坝街被平江

府路隔成两段，路东为娱乐
美食一条街，仍然繁华热闹。
路西则为居民住宅楼，一段
正在拆迁，浮尘弥漫，难觅昔
日烟花柳巷一点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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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在人们印象中就
是明故宫一带的清溪路上

的河，在老南京们的印象
中，秦淮河的画舫可以直达
古清溪。江南贡院院长周道
祥说，古清溪河和秦淮河汇
流处就是桃叶渡，当时的画
舫从夫子庙一带出发，一直
可以到清溪，“那时候的清

溪、秦淮河很宽阔，河面宽
110米，现在的秦淮河积淤
了，只有20米宽，而且现在
吃水的深度也不一样，加上

人为的水闸，画舫已经到不
了古清溪了。”

不过，文物专家贺云翱
却认为，此清溪非彼清溪。

如今，人们看到的三段河流
都叫清溪，其实不是一回
事。最早的“清溪”是东吴
时期挖的，叫“青溪”，在太

平南路四象桥和淮清桥一
带，至今，河面还很宽阔，可
以游画舫。在逸仙桥和清溪
路一带的河，也叫清溪，但
不是真正的古清溪，清溪路
上的清溪是明代皇宫东边
的护城河，河水的源头是前
湖，这一段的清溪，秦淮河
的画舫是无法到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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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板桥，有人说就是玩
月桥，也有人说就是现在的

石坝街。不过，不管它究竟在
哪，在明清两代，这里曾经是
烟花繁盛地。还有老南京说，
长板桥其实是夫子庙一带最
长的一段木板桥，它从现在
的江南贡院一直延伸到白鹭
洲公园北门，明代功臣徐达

的宅第和错落的妓院就是靠
长板桥隔着，繁盛时期，桥旁
还有名妓马湘兰的宅第。

一直到康熙年间，长板
桥年久失修，为了防止洪水，
当地人就把桥拆了，并筑成
了坝。起初，官定的名字是

“石坝园”，但老百姓叫惯
了，就成了石坝街。老南京王
涌坚说，过去石坝街一直是
老南京最热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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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涌坚说自己的家就

在石坝街上，“那时候，什么
鸡头果、马兰花都能变成小
吃，随街叫卖；还有回卤干、
炸臭干、黄豆芽、荠菜做的春
卷、糖粥藕……各种小吃应
有尽有。不过，吃东西，也是
有门道的，王涌坚说，那时候

他是鸭肠汤的老顾客，所以，
只要他一到鸭肠汤的小贩面
前，不用开口说话，老板就会
端来一碗热乎乎的鸭肠汤，
里面没有香菜，但会放一些
“胰子白”，这个“胰子白”
只有熟人
才有，一
般顾客老
板是不给
的 。

所以一吃起来，旁边看的人
都会流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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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石坝

街一带是南京城最热闹的地
方。那时候，那一带还有游乐
场不但有京剧、扬剧、越剧，
还有曲艺、评书、皮影、游戏、
杂耍等活动，享有‘活红娘’
美誉的宋长荣、著名飞车走
壁大师蔡少武等先后到这里

登台献艺。”王涌坚说，最让
他印象深的，还是要属夜市
了，那时候深更半夜了，还有
夜市闹不停，有的时候，他睡
不着，就会出去溜一圈四处
看看，饿了，还可以买玉米棒
子、土豆饼来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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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戏耍，王涌坚说，那

时候春节到元宵的时候，明
远楼和秦淮剧场一带就会有
各种花灯，什么荷花灯、兔
灯、蟾蜍灯……都是手工扎
的，而且买起来很便宜，石坝
街的人几乎每家都会买一个
回去图个热闹喜庆。“印象

中，这个时候，人们最喜欢
的恐怕是逗秋虫吧，好像大
人小孩都喜欢，而且还会放
在一块比赛，很好玩，很热
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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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十里秦淮的
烟花之地都已难觅踪影，但

它还是以一种极其香艳的
姿势置身这一带老南京人
的记忆中。住在乌衣巷的孔
幼平老人对十里秦淮曾经
的烟花之地也有所耳闻。他
告诉记者，除了石坝街，淮
清桥南面的钓鱼巷、玉壶坊

也曾是风华绝代的金粉地，
也都在秦淮河边。

玉壶坊今已消失，钓鱼
巷也不再是狭长逼仄的小
巷，而是一个小区，小区有

几幢楼就在河边
上，推窗即可见
河。

住在钓鱼巷 10幢的
55岁的陈小兔还记得玉壶

坊曾经是与钓鱼巷垂直的
一条小巷，南北走向，一方
通向大马路，一方直指秦
淮河。

关于玉壶坊地名的来
历，据资料记载，相传明朝
武宗朱厚照在此看花船、观

灯之时，玉壶掉落此处，因
此取名玉壶坊。明朝时，玉
壶坊为开国功臣徐达的东
花园的一部分。

至于与其相接的钓鱼
巷来历，是因为后来明武宗
又在此钓鱼，于是名为钓鱼

巷。其后，乾隆皇帝也曾到
此钓过鱼。一个小小的钓鱼

巷，竟能让两位皇帝大驾光
临，实在是其他街巷所不能

比的。
不过皇帝垂钓之地和

徐达的后花园终究还是变
成了烟花之地，妓院群集之
所，因此钓鱼巷还有个名字
叫“手帕巷”，如今听到这
个名字，还可以想象这样的

画面：一群巧笑倩兮的美貌
女子倚在花窗边，露出半边
笑靥，朝着泛舟秦淮河的男
子们挥舞手中的香帕。如今
这里只有一幢幢再普通不
过的居民楼，记者很想在那
里寻找到 “六朝金粉”、

“手帕巷”的一丝余味，不
过只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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