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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半街印象记（上）

□胡白水

半街是过去镇海城区的一条老街，于1984年并入
南大街，是现在南大街中山路口向北到鼓楼的那一
段。笔者儿时家住鼓楼旁边的李衙前12号，大约是现
在鼓楼西路大教场路口的那个位置上，与半街近邻而
居，朝夕相处。半街沉积了镇海古城的点点痕迹，也留
下了我儿时的片片印象。

半街这一街名就让人感到新奇。这条长不足 300
米、宽约5米的街为什么叫做半街，儿时的我问过几位
老人，但都语焉不详，不得其解。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说是“因（街）东侧有店铺数家，而西侧没有，故称半
街”，这应该是个较为周全的解释。然而，在再次请教
几位“老镇海”时，又是众说不一,或曰“不记得半边是
店铺的街了”，或曰“听家父说，上世纪初，半街的西边
有店铺，其中一爿是轿子出租店”，让我疑窦又起。而
我儿时所见的是，整条半街的周边只是个居民区，沿街
两旁是一些上了年代的高墙大宅。街的东边只有一个
中药店大生堂，街的西边只靠近鼓楼的那段才有理发、
副食品、百货三爿小店。后来，靠近鼓楼的东边增开了
一爿家庭小水果店，仅此而已。所以，半街之名，至今
还是个不解的谜。

半街上虽然只有四五爿、多是不起眼的小店，但其
中的大生堂，却是个赫赫有名的中药老店。大生堂的
门牌号是半街42号，即现在喜福多休闲食品店这个地
方，是一进坐东朝西、面临半街的大屋。大门前有一个
高于路面用石板铺成的场子，走过场子，是高高砖墙中
的石库门，两扇敞开的包着铁皮的厚厚木板大门上，开
有两只小窗口，是便于顾客夜间买药取药。跨进石库
门的石槛是条走廊，走廊两旁各有一排长椅。长椅既
供顾客休息，也让过路行人坐坐歇脚，恰到好处，温馨
而仁爱。两排长椅外边各有一个用石板平铺的天井，
明亮整洁，我们小孩常在那里席地而坐，下棋、玩扑克、
打弹子、甩香烟牌，常常乐而忘返。走过走廊就是宽敞
高大的五开间店堂，店堂左右两边是柜台，柜台里边就
是一大片靠墙而立、纵横有序地布满许多小抽屉的中
药房特有的药柜子。偌大的店堂内，全是传统的木制
品，木板地、木板顶、木板壁、木柱子，木槛、木门、木窗

子，木柜、木桌、木椅子。所有的木制品原来都是朱红
生漆，发亮发光，待我看到时虽有剥落退色，却仍是一
尘不染。进入店堂，闻到的是芬芳扑鼻的中药味，听到
的是噼里啪啦的算盘声，看到的是店员们手提可爱的
小杆秤，穿梭于柜台与药柜之间拾药的忙碌身影。各
司其职、紧张有序的气氛特别浓厚。

这个大生堂是镇海乡绅徐慎庵在光绪元年（1875）
创办的。经过百年沉浮，大生堂积累了独特的经营管
理模式，建立了“双向把关”的管理制度和“前店后场”
的经营布局。特别在药材的进货渠道、储藏方法、拣选
标准、炮制工艺等方面，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出
售的中药质优效佳，深受中医和顾客的信任。镇海有
位著名的老中医，每次开好药方，递与顾客时，必定叮
嘱“到大生堂拾药”，可见大生堂的声誉之佳。为了服
从旧城改造大局，大生堂于 2003年夏，拆迁到现在的
鼓楼西路，其店堂、经营、氛围，已与往昔大不一样了。

大生堂街对面是镇海人民公园。公园这块旧址很
有点来历，自后梁贞明年间（915－920）即为县署所在
地，并经宋、元、明、清至民国，历时千载。1935年县署
将后花园定名为中山公园并向公众开放，后来县署和
公园被日本侵略者炸为废墟。1959年在废墟上新建中
山公园，1966年 10月更名为人民公园，在本世纪初又
改建易名为文化广场。

我姐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外出就学，继而工作并
安家。她去年回镇海把西街、南街、后大街兜了一圈

后，叹曰：“只有公园、鼓楼和新华书店没有变，其它统
统勿认得了。”其实，现在的公园与过去的公园，还是有
点变化的。过去的公园不是开放式而是封闭式的建有
围墙，在半街的那一面开有一个东门，我经常从半街的
那扇东门进出公园。

从半街的东门进入公园，迎面两旁立有两排宣传
橱窗。橱窗内专门张贴包括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
等国家的画面在内的彩色画报，一月一期，定时更换，
我经常前往观赏。这是在我儿时那个时代，除了《新闻
简报》以外，“放眼全世界”的唯一一个“窗口”。这个

“窗口”也的确让我长了点知识，开了点眼界。
走过宣传橱窗，在右边的草坪上新建两间平房开

作阅览室。据我所知，那是当时镇海城区内唯一对外
开放的阅览室。阅览室的外间是阅报室，里间是杂志
书籍借阅室。按规定杂志书籍要凭工作证借阅，而我
先是小学生、后是初中生，哪来的工作证呢？天无绝人
之路。镇海中学有位孙启厚老师我叫他孙伯伯，孙伯
伯的一个女儿我叫她阿微姐，阿微姐正是这里的图书
管理员，她对我网开一面，让我无证借阅。此后，每逢
节假日和暑寒假，我都会到那个阅览室阅读。那时阅
读只贪多贪快，不求甚解，所以阅读内容记忆不深，只
有一本介绍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小册子，内容惊心动魄，
现在印象尚在。阿微姐对我的照顾细致周到，她把我
暂未看完的书，单独存放，待我下次借阅不至落空。每
每想到这些，我都会从心底里感谢阿微姐。

半街的最北端是鼓楼。这个鼓楼是过去镇海城区
最古老、最高大的建筑物了。唯其古老，因而曲折。据
文献记载，镇海的鼓楼，初建于后梁开平年间（907－
910），后毁于元朝，再建于明朝洪武年间（1368－
1398）。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又重建了鼓楼屋宇，
并改名为“镇海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经过 1987年
大修后的鼓楼。我儿时见到的鼓楼，可能是“洪武台
基，乾隆屋宇”的“镇海楼”。居住在这个古老雄伟的鼓
楼周边居民，如同住在皇城根儿一般自豪，自称为“鼓
楼前人”。后来，久而久之，大家就这样叫开了，我在同
学中也是这样自称的。

老字号大生堂的匾牌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浙江福
利彩票“绿色福彩·快乐共享”
手工艺品征集活动中，由宁波
福彩选送的作品《彩塔》和《孔
雀喜春》在106件参赛作品中
脱颖而出，分别荣获了拼接工
艺品类与平面工艺品类一等
奖，《茶具》和《蝶恋花》也均以
高分占据二等奖中的头把交
椅，完成了大满贯。

自活动伊始，宁波福彩便
利用报刊、网络、新媒体、福彩
代销点等线上线下资源大力宣
传，吸引了各福彩代销点业主、
销售员与广大市民朋友的积极
参与，一张张废弃的“刮刮乐”
彩票经一双双巧手拼接改造
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龙、大
龙虾、青花瓷、凤凰戏牡丹等一
件件颇具艺术气息的工艺品。
据了解，本次宁波福彩选送的
作品共荣获了2个一等奖、3个
二等奖、3个三等奖和5个优秀
奖。

“丁酉鸡—金鸡银鸡”
“丁酉鸡-金鸡银鸡”是为庆祝丁酉鸡年而设

计的一款生肖纪念彩票。该款彩票为双联票，分
为金、银两专色，寓意阴阳平衡。

玩法规则：此款彩票的玩法与画面巧妙结合，采
用了市场上普及度高、简单有趣的三同图的玩法，分
局游戏中刮出3个相同的字符即可中奖，共有6局游
戏，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丁酉鸡-鸡鸣富贵”
“丁酉鸡-鸡鸣富贵”采用中国传统绘画——

水墨画为设计风格，主题突出生肖鸡年与春、夏、
秋、冬四季的融合，深度构思，共设计了4款主题
统一、幸福美满生肖鸡的形象。彩票画面意境丰
富、富贵大方，彩民既可领略国画的风采，也可享
受游戏的快乐和吉祥祝福。该彩票采用“数字比

对+特殊图符”游戏玩法，简单、易懂，特殊图符
“鸡”与主题契合度高，趣味性强。

玩法规则：刮开覆盖膜，如果任意一个“我的
号码”与任意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

“我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刮出“金鸡”
图符，即可获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奖金的 10 倍。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丁酉鸡-吉祥如意”
“丁酉鸡-吉祥如意”画面结合了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中国剪纸，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民俗
文化。彩票票面朴实饱满，五只形态各异的剪纸
鸡，结合美好的祝福语，寄托了对鸡年的美好祝
福，具有浓郁的传统节日气息。

玩法规则：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鸡图符，即可获
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福彩“刮刮乐”丁酉鸡票火热销售中
浙江“刮刮乐”手工艺品大赛落下帷幕
宁波福彩选送作品获奖累累

一等奖：彩塔

一等奖：孔雀喜春

为了庆祝农历
丁酉新年，福利彩
票特推出的三款贺
岁版生肖主题刮刮
乐——5元票“丁酉
鸡-金鸡银鸡”、10
元票“丁酉鸡-鸡鸣
富贵”、20 元票“丁
酉鸡-吉祥如意”已
经登陆甬城，为广
大彩民朋友送来了
新春祝福！ “丁酉鸡—金鸡银鸡” “丁酉鸡-鸡鸣富贵”

街巷忆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