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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传媒中心记者 伊健 崔艺凡

翻开城市地图，全国众多城市都有
以“中山”二字命名的街道。有网友统计
过，全国至少有187条“中山路”，几乎每
座城市的中山路都浓缩着当地的历史底
蕴和文化气质。

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天津，这里的
中山路既经历了岁月的洗礼，见证着天
津城的历史变迁，也有说不尽的繁华往
事，至今依然保存着津城独有的市井味
道。天津中山路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是
近代中国第一条用现代规划理念修建的
道路，更被市民们视为“一条了不起的时
光之路”。

当然，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当一些
新街区相继建成后，中山路的光芒似乎
没有往日那般耀眼了。但百年街区，底
蕴犹在。河北区将加快振兴中山路，打
造百年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人们期待
着这条百年老街“重回巅峰”。

公交线 中山路上的风景线
清晨5时许，48岁的公交车司机宋

莉便驾驶着1路公交车驶出了津塔公交
站，开启了她新一天的工作。这条线路
自1965年调整改线至今，已近“花甲”之
年。线路随着市民的需求不断延伸，终
点站也跟着城市的发展在迁移，而不变
的是它坚持奔走在中山路上，成为沿线
居民信赖的一条公交线。

宋莉自1996年参加工作起便一直
在1路公交车队工作，从售票员到驾驶
员，28年来她每天都要经过中山路，也
因此见证着这条街的变迁。
“当车辆驶过金钢桥，视野就一下子

豁然开朗了，终于不用在狭窄的单行路
上弯弯绕了，一条笔直的大路就在眼
前。”宋莉笑着说。

宋莉记得自己刚刚转岗做司机的那
年，本身就是没有太多驾驶经验的新人，
抡着没有助力转向功能的方向盘，行驶
在并不宽敞的中山路上，那种紧张感从
发丝传导到脚尖。她就怕中途遇到车辆
故障，公交车一旦堵在中山路的中间，后
面必定会堵上一大片。

宋莉介绍：“公交1路在中山路段共
设置了5站，这5站路真是一步一景，哪个
站点都有亮点。”先说金钢桥站，周边既有
高校、也有景点，大天津、川鲁、大亨等在
津城叫得响的商家，都曾坐落在车站的周
边。行驶到黄纬路时，就像是翻开了近代
历史教科书，觉悟社纪念馆、达仁堂制造
厂旧址、天津户部造币总厂旧址……一座
座与历史事件紧密相牵的建筑都在本站
附近。车辆到了宙纬路站，这里被宋莉和
同事们称为“大站”，劝业会场、中山公园，
每天从早到晚都能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
每次到了这一站，乘客们上上下下，待重
新起步时，几乎换了一批乘客。再往前
开，就是中山路地铁站站了，随着城市交
通日新月异，这一站也成了地铁和公交相
互换乘的便捷一站。车辆到了北站站，也
就到了中山路的末端，虽然天津北站停靠
的列车已减少，但曾经的热闹场景至今仍
让宋莉印象深刻。

39岁的马晓蕊是宋莉的同事，2004
年参加工作，当她驾驶着1路公交车奔走
在中山路时，路况已大为改观。不仅路面
变得宽敞了，而且一直困扰司机的机非混
行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作为公交车司
机，马晓蕊时常会听到乘客向她询问一些
稀奇古怪的地方，这就要求她不仅要熟悉

自己眼前的这条中山路，还要沿着每一个
路口往纵深处进行深度了解。
“那次有乘客要去中山小剧场，我就

有点拿不准了。回来之后跟老师傅们请
教，才知道这座剧场坐落在中山公园里，
那就从宙纬路站下车最近了。”马晓蕊说。

行走在中山路上，1路已经奔跑了
59年，中途只因修建新金钢桥时临时改
变了路线。这趟公交线本身就是中山路
上的一道风景线，沿线的居民们更是将
它视为自己离不开的好朋友。
“年轻时，1路送我去上班；退休了，1

路带着我去游玩。”乘客王大爷跟记者打
开了话匣子，“当年我就住在中山路和金
纬路交口，家门口只有1路、12路等很少
的几条公交线。现在的公交车已多达10
余条，但我还是喜欢坐1路，因为亲切。”

劝业会场中山美食街是老人们最喜欢
逛的地方，加上周边的中山路菜市场，王大
爷一个星期至少跑两趟。他说：“即使我现
在搬家了，但中山路依然没有远离我的生
活，时常还会回来看看，舍不得啊……”

只听公交车电子报站器响起——
“宙纬路站到了。”而宋莉则用地道的天
津话说道：“乘客们，‘十月’快到了！去
‘十月’的乘客请准备下车了！请慢一
点、等车停稳了再站起来！”

“十月”留给天津人的文化符号
以中山路为经线，其向两侧引出多

条纬线，这些街道挑中《千字文》中较有
意义的一些文字用来命名，也就有了今
天的天纬路、地纬路、宇纬路、宙纬路、日
纬路、月纬路、辰纬路、宿纬路……这样
的街道命名方式即使放在全国，也堪称
独树一帜。

显然，宋莉的一声“十月”到了，把容
易混淆的路名有效地避开了，她更具指
向性也更懂乘客的心。每当提起“十
月”，天津人都会把目的地指向十月影
院；虽然如今十月影院已经被拆掉了，但
它依然留存在市民的心中。“十月”成为
周边地区的代名词，成为中山路上永恒
的文化符号。

河北区文化馆影院部主任宋桂青曾
就职于十月影院，她见证了十月影院的
过往辉煌，作为津城曾经的“一线明星”
影院，这里时常出现一票难求的场景；她
也亲历了老影院遭遇市场冲击的影响，
最终落寞地消失……
“我是1989年参加工作的，当时分

配到了十月影院。”宋桂青介绍，“我学的
是会计专业，也安排在财务岗位工作，可
是赶上有大片上映时，我们就全员在岗
服务观众。”能被分配到电影院工作，特
别是在中山路上的十月影院工作，宋桂
青常被亲戚朋友投来羡慕的目光。

那些年，十月影院是津城众多影院
中的翘楚，被市文化局定为“特级电影
院”。70毫米放映机安装在这里，它是
第一批放映超宽银幕国产影片的电影
院；当新片上映时，首映礼通常会安排在
这里；举行一场演员与观众的见面会，也
通常会被安排在十月影院举行；好资源
自然带来了好票房，它的影响力不仅覆
盖了河北区，“看新片就去十月”更成为
那个年代天津年轻人的共识。

宋桂青讲述说：“我记得 1991年
《过年》这部影片上映，我们影院开足马
力，全天不停地播放。但中山路上依然
有排队等着买票的观众，队伍足有百米
长。”在宋桂青的眼中，她在影院度过了
“黄金十年”，每天下班前收账时，作为
会计，她总是从售票处提着一大袋子的
钱走出来。

到了1998年，《泰坦尼克号》上映，
这部电影也成为十月影院由兴旺转向低
迷的一道分水岭，而且这样的低迷是断
崖式的，令人猝不及防。“那时电影频道
都开播了，谁还来电影院看电影呢？紧
接着，一家家新影城相继开业。到了近
些年，大家举着手机就能看电影了。”宋
桂青感慨道。随着电影产业的改革，十
月影院也随着延安、大光明等老影院一
起逐步退出了天津影院的前列。

中山路上的十月影院是为了纪念十
月革命而修建的，大厅内采用苏联式建
筑风格。那水晶吊灯、那假山石、那高台

阶，无不彰显着它的豪华。几多欢喜，几
多得失。回忆起自己曾经奋斗过的十月
影院，宋桂青的心里充满了不舍，与其一
同消失的还有胶片电影以及诸多与他们
一样的老式影院，金钟、东升、解放桥……
这些老影院包含了天津人的青春记忆，
成为记忆中最动人一部分，成为一个时
代的缩影。
“好在‘十月’还在，‘十月’已不再特

指一座影院，而是成为中山路上的记忆
符号。”宋桂青眼含泪花。

昔日开先河 今朝展新颜
“今年，河北区将打造百年中山路历

史文化街区。”重塑中山路百年辉煌的消
息不胫而走，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
也成为天津市民关注的焦点。百年如何
定义？这条路何时改名为“中山路”的？
这条街为何对天津乃至全国都意义非
凡？河北区文化管理所所长徐燕卿需要
将一段段历史梳理完整，再把它原原本
本地讲给市民。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天津市区的街

道大多依海河的走向修建，随弯就弯；但
是中山路的周边却如围棋盘一样，是由
一条条横平竖直的马路勾勒出来的方格
子。”徐燕卿在接受采访时首先抛出了这
样一个问题。打开地图细细端详，果不
其然。这背后就引出了天津市民耳熟能
详的那段历史，1901年，袁世凯任清政
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以天津为基
地试行他的“新政”，“开辟新市区”就是
“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里也是国人
最早运用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开辟建设的
新城区，从天津总站到直隶总督衙门开
辟一条主干线作为轴线，马路设计的宽
度标准要超过租界最宽的马路，用以证
明中国虽遭庚子之祸，但并未失去自信，
这条主干线当时定名为“大经路”，也可
以说，在近代中国，自行使用现代规划理
念修建的城市交通干线，这条路当属第
一条。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河北公园后改
名为中山公园。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
后，“大经路”也更名为中山路，一直沿用
至今。

徐燕卿梳理着这段历史，他说：“直
隶总督府、造币总厂、北宁公园、劝业会
场、十月影院、天津北站等，都曾聚集在
这里。中山路见证着天津这座城市的沧
桑巨变、保留着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

文史专家梳理出了中山路的历史沿
革，在市民眼中这条街却充满了浓郁的
市井气息。步入中山路，当年的大天津
食品商厦是美食汇聚之地，当年的川鲁
饭庄做出的八珍豆腐口味叫绝，当年的
大亨服装商场名品荟萃，再往前走，到了
中山美食街，又是一个让人想起来就会
流口水的地方，至今依然吸引着众多食
客前来探店。

中山路就是这样一条既守正持重、
又平易近人的街道，它始终抱持着从心
所欲而不逾矩的态度面对着天津市民及
外地游客。

如今，河北区将以海河——中山路
作为轴线，在整合历史遗址的同时引入
丰富的业态内容，活化利用造币总厂、大
天津、中山公园、十月影院、南华制鞋厂
等重要节点。将“十月”和中山公园片区
浓缩、复原百年间的商业、工业、文教等
业态，让中山路重现“百年天津第一街”
风格独特的人文景观、中西兼容的文化
底蕴，打造老天津的活态百业博物馆。

春暖花开时，让我们重回中山路。

河北区中山路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留下了一个个朴素故事

中山路如何延续精致“烟火气”

劝业会场中山美食街烟火气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