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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知道数十年乃至几十年前的成都在您的想像中是什么模样？这本书展开的是过往年代的风俗画面。
老成都那些家常的、世俗的生活场景与个记忆，带着令我们陌生却毫不隔膜的气息，从字里行间飘散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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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从辫子到拿波，从剃头到理发，未必仅仅是男人们发型的改变。民国时的成都女子呢?女
学堂里的女生议论纷纷，她们知道北京上海已经有新潮女子剪去了长辫。成都的报纸上有了赞成女子
剪发的文章。终于有女生剪掉长发，露出雪白的后颈，于是新女性的形象在成都出现了，那是有别于
传统淑女的别一样韵致，是和干练、果断之类的词联在一起的。有些胆大的，还敢上理发店。偶然在
花会或春熙路上见到烫发的，不免令路人大惊小怪。有竹枝词日：　　委地青丝七尺长，天然美丽焕
容光。如何剪断蓬飞乱烫起鬈鬈色黯黄。　　洋烟伴着洋画进入成都了。成都男人以前除了抽鸦片烟
的“烟灰”外，一般吸的是丝烟（水烟）、叶子烟，到了三十年代后，这种形象就有些土老帽了。洋
烟进入中国的方式，和推销鸦片一样，在公共场所免费赠送。在成都，卷烟商见人就散烟，成都人出
于好奇而试吸，觉得确实优于水烟和叶子烟，而且携带方便，很容易就接受了卷烟。卷烟烟盒美观，
烟丝和卷烟纸质量都很高，启开烟盒，顿觉芳香弥漫。成都卷烟品牌很多，英商的有哈德门、大英牌
、老刀牌（又名强盗牌）、双刀牌、前门等，华商的有金鼠、美丽、银行、白姑娘、黑姑娘等。成都
人将卷烟名编成歌谣：　　有一“强盗”，手持“双刀”，窜入“银行”，按进“使馆”．盗去大小
“红锡包”，遇见“黄白金龙”二兄弟，将他绑在“买司干”下，他的夫人“白姑娘”，哭了三天三
夜，变成“黑姑娘”。　　卷烟竞争激烈，烟草公司便在烟盒中放一张画片，就叫“洋画”。成都小
孩子便流行起集洋画来。洋画题材广泛，有单张套张之分。有取材于古典文学名著的，有美人、脸谱
、花卉、飞禽的。不少成都小孩在房间墙上或在床头贴满洋画片，如同今天的追星族一样。耳熟能详
的是洋画片上的“还是他好——哈德门”，和手夹香烟倚窗凝望的美女：“寂寂深闺里，悠悠怀远时
。红金常伴我，此物最相思”。　　邮局的出现，也是一桩新鲜事物。成都是封闭的城市，一般市民
疏于对外交往。有邮局之前，成都人陈洪义办有麻乡约信轿行，业务有代人送信、运送货物及银钱、
备置轿子并招雇抬轿者以供旅客需用。乡约即地保，蜀人对好管闲事、无所不知者叫做“乡约”。陈
洪义脸上又有麻子，就将自己办的信轿行取了个“麻乡约”的名字，似乎有些自嘲之意。陈洪义善于
经营，麻乡约成了川、滇、黔的民间运输巨擘。民国时军阀混战，麻乡约轿夫往往被拉去当壮丁，麻
乡约便不再设轿行。邮局出现后，麻乡约经营的信局也逐渐萎缩了。　　本来，历代朝廷官方文书，
自有官方传递的渠道。清代就由按察司主管此事。民间的信件呢?尽管不多，肯定还是有的。麻乡约的
出现，真该在民间邮政史上记下重重的一笔。抬轿挑担出身的蜀人陈洪义，不仅仅是聪明，拿今天的
话说，简直就是前卫了：在信息极其落后的咸丰年间（上个世纪中叶），陈洪义就发明了“特快专递
”、“挂号信”——他称之为“火烧信”，烧去信封一角，跑信夫头必须火速投递不得延误；“幺帮
信”用油纸密封，还缚上一小木片，信件绝不会丢失或被水浸湿。　　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官办邮局来了。湖北人杨开甲，奉北京总税务司邮政总办之命，来成都开办邮政。没想到的是成都
人对邮局的业务甚为陌生，邮局生意寡淡，每周只能往重庆发两次信。官方邮局苦苦撑持，参考麻乡
约邮路，又招募麻乡约信夫当邮差。官办邮局越设越多，政府勒令私营寄信行业限期结束，于是到了
本世纪中叶，麻乡约各种业务全部结束了。邮局业务逐渐发展，成都有了川西邮政总局，总局大楼就
在暑袜街，至今犹存，是一幢古色古香的二楼一底的洋楼。　　官办邮局毕竟和麻乡约不同，它少了
些乡土气，多了些洋味儿。邮局有详细的章程，是英国人李琦帮着制订的。信件、明信片、印刷品、
报纸、包裹等的形状、包装要求、多重是多少钱，包裹保险费、挂号费等，都有明细规定。对内，邮
局的邮路遍及全国；对外，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都可邮寄。　　川西邮政总局给茶馆里
的成都人增加了不少谈资。邮局的洋人带来了西式信封，它不用浆糊，口水一舔即可粘上，这让成都
人很感了一阵兴趣。复写纸、刨笔刀、变色铅笔，都是稀罕之物。可以想像，即便没有政府的勒令，
邮路不广的麻乡约要和官办邮局分庭抗礼也是不可能的了。　　邮局带来的实在是全新的生活方式和
观念，尤其是对于封闭的、乡场似的成都，更是打开了一扇对外交往的门。越来越多的成都人走了出
去，外乡人走了进来。世界变大了，有一天成都人发现生活中已经离不开邮局了。　　新鲜事物真是
层出不穷。　　二十年代初，华西坝里的洋人骑起了自行车，成都人不知它为何物，称之为洋马儿。
但他们只能在华西坝骑。市区内的街道都是青石板铺的，从它上面只能走鸡公车、轿子、东洋车、马
车。而且老街也很窄，窄到盛夏酷暑，沿街的店铺集资搭起过街凉棚，可使路人免受日晒之苦，从而
引来生意。老街的路口还有维护治安的栅子，晚上关闭，白天打开。所以汽车休想通过，自行车要骑
进凹凸不平的老街也很艰难。　　民国十年后，成都开始翻修马路了。军阀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要
搞市政建设，首先看不惯的就是老街。军阀自有军阀的脾气。民国十三年（1924），杨森强令沿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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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向后退缩，加宽路面，并且拆掉栅子，路面去掉石板石条，改为三合土。春熙路、东大街就是这样
修出来的。当时的“五老七贤”要为青石板老街请命，杨森哪里会听他们几个糟老头子的，断然拒绝
，毫不客气地斥责说：“我拆一点房边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进成都时，
把四城门关上，放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有人凑首歪诗：“市镇人缘何太忙，因修
马路拆民房。既开通俗教育馆，又辟公共体育场。五老七贤来求情，蛮横督理不买账。无端报馆遭封
闭，‘威古龙丸’兴味长。”（威古龙丸是补肾药这里讽刺杨森妻妾成群）马路修起来了，成都有人
看到了更多的新鲜玩意儿，自行车和汔车便是此时成都的明星。　　先说自行车，成都最早的自行车
是英国进口的男式车，女人在街上骑自行车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女式自行车没有销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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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地了解成都热爱成都
2、这是代朋友买的书。拿到手后翻了一下，感觉还是很不错，应当是以城市为主题的书籍中的精品
3、挺好的书，内容好，印刷好
4、阅读的时候会有错觉，仿佛通过了时光隧道，七十年的距离归零。
5、断断续续花了几天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然后拿着这本书和女友一起去了趟成都。一座来了就不
想走的城市。
6、我们好像循着一条时光通道，慢慢向晚清、民国的成都回溯。旧日成都的繁复与单纯，宁馨与喧
嚣，美丽与沧桑......都从不同侧面向我们呈现出来。
7、是因为老六编了王老师的一篇文在读库里才去找王老师的新书，知道她跟王泽华老师合出了这本
书，就跟随那本爱与伤奔涌不息一起买回来，书的质量一般，四川文艺出版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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