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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晨光洒在广仁街上，它努力地穿透尚存
的梧桐树叶子，温暖老街的每个角落和屋顶上漫步
的猫。

一夜寒风，街上满地都是泛黄的梧桐树叶子。
一大早，朱期端骑着保洁车来到广仁街，从东到西，
他的扫帚不停地与地面上的叶子接触，“沙沙沙”声
过后，街道整洁不少。不多时，一阵寒风吹过，叶子
又从树枝上纷纷飘落，朱期端并无半点怨言。在他
十几年的保洁工经历中，尤其是近三年分到广仁街
地段保洁，他心里有点别样的意味，仿佛自己每天
在老城深处打理着宁波旧时的模样。

广仁街位于海曙区，东北从横河街起，西至孝
闻街。整条街道并不长，只不过400多米。但这条
幽静而狭长的街道却在宁波众多老街小巷中显得
非常独特。

据说，广仁街最早形成于五代后唐。老底子街
名并不是叫广仁街，而称之为“白衣寺跟”，因为这里
有一座香火旺盛的白衣寺。到了宋代，在老街的中
段，竖立起了一座表彰功德的“广仁坊”，“白衣寺跟”
就以坊易名了。再后来，就是现在这条“广仁街”了。

广仁街上多老宅，有的尽管有些破败，但能让
人感受到岁月流过的痕迹。这里的街坊邻居乐于
介绍有关老宅和老街的故事。他们说，过去，广仁
街街北是孙家人，街南是徐姓吴姓人，就是说孙家
人房产占了广仁街北面一半的位置，而徐姓吴姓的
宅地则占了街南面一半的空间。徐家是大有来历
的，有人在清代位居统辖浙东三府一厅的宁绍台道
署之后，人称“道后徐”。清代的时候，从福建来药
行街开设木材行的吴姓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积
累了不少资金，也在广仁街买地造房，给街道带来
了不少繁华。

白衣寺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几经兴废。仅存
的大殿是清光绪十八年重建的。民国时期，弘一法
师（原名李叔同）曾在白衣寺短暂驻留，与寺中主持
圆瑛法师朝夕论道，甬上众多文人雅士及善信纷至
沓来，聆听求教，这也让白衣寺再度声名鹊起。

据世居广仁街的老人介绍，听他们祖父辈讲，
以前广仁街中间是有一条河的，河道贯通整个宁波
城里的水系。有十余家店铺，药铺、理发店、豆腐
店、杂货铺等沿街傍河而设，生意非常红火，呈现出
一幅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情图。

孙宅、横河街林宅、鹤年坊、老八中……广仁街
的每栋老宅历经风雨都珍藏着故事。如今，广仁街
仅仅是小巷而已，但沧桑的老宅和粗壮的梧桐树依
旧厮守着光阴。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广仁街并不引人注目，
但小巷深处阳光依旧明媚。老住民仍延续着以前
的生活习惯，明堂里洗洗刷刷的老人，看报入神忘
丢烟蒂的修鞋师傅，早起遛狗的女人，准备午餐下
饭的老人，天井里晾衣的阿婆……梧桐树叶飘洒的
广仁街，留存着悠远绵长的老宁波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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