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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州的历史源远流长，建城二千五百多年以来，文化积淀十分深厚。
在这块得天独厚而又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苏州人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
吴地文化，并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而在华夏文化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苏州地灵水秀，人文荟革。
先辈们在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其丰厚性体现在古城名镇、园林胜迹、街坊民居以至丝绸、刺绣、工艺珍品等丰富多彩的物化形态，
体现在昆曲、苏剧、评弹、吴门画派等门类齐全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文化心理的成熟、文化氛围的
浓重，等等。
千百年来苏州人才辈出，如满天繁星，闪烁生辉。
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博大，是苏州成为中华文苑艺林渊薮之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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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假日闲暇之时，骑一辆自行车，与二三同道穿行在苏州的小巷小弄里 ，实在是一桩惬意的事情。
 不必带地图，不需事先拟定好计划，只一味恣意往小巷里钻，遇上残 碑断碣便跳下车’任意猜测一
番，实在想不通便向小巷子里的老者请教一 下，他们总会十分热情而详尽地给你一个满意的解答的。
 有时小巷越来越狭，以为是个死巷，谁知转过一个弯子，又是一条清 悠整洁的小巷。
有时一下子跑到人家院子里去了，红着脸道歉后才知道这 原本就是小巷的一部分，离开后你还会思量
，是小巷侵犯了院子，还是院 子侵犯了小巷? 慢慢地，你会品出其中的无穷趣味；慢慢地，你会常常
若有所思；慢 慢地，你会觉得自己长了点学问；慢慢地，你会感到与这座文化古城的感 情愈来愈深
了。
 经常在巷头巷尾对着蓝底白字的巷名出神，有时便生出奇怪的幻觉来 ，最常出现的幻觉是她很像茶
叶。
 是的，一个巷名便是一片茶叶。
而时间则是一泓天泉，冷水泡茶慢慢 浓。
 有的是绿茶，清新沁脾；有的是红茶，浓香馥郁；有的是花茶，淡雅 宜人。
 在小巷里我想得最多的是苏州特产茉莉花茶。
不是因为“茉莉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而是喜欢她的平民气息，喜欢她的俗中之趣、俗中之雅 ，
如同带给我愉悦的许多以讹传讹、将错就错的巷名。
 苏州小巷中以讹传讹、将错就错的巷名特别多，简直俯拾皆是。
 养育巷呼为羊肉巷，企图误导人们到那儿去买羊肉? 条坊巷呼为调丰巷，是不是寓有风调雨顺的意思? 
马脊梁巷呼为马济良巷，巷子里是否曾经住过一位著名的老中医? 因果巷呼为鹦哥巷，巷子里有个花
鸟市场? 临顿路成了伦敦路，如果剔去读音因素不谈，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哪儿跟哪儿呀! 窦妃园
成了豆粉园，前者是因为巷子里曾有一座窦妃墓，据说窦妃是 吴王阖闾的一位妃子。
后者却是专营蚕豆粉、绿豆粉的小店了，可能是那 种小巷里常见的前店后坊。
真的，我所工作的单位就在那附近，有一次我 还真想到那儿去买点小菜。
 以讹传讹、将错就错的巷名固然可以带来一些出人意料的诙谐，生出 一点使人微笑的歧义，但也会
因此损失不少历史注脚式的效用，令人不知 所云。
 朱家园以北有东善长巷和西善长巷，我曾有朋友住在那里。
我向他请 教“善长”何解，他也答不出，以一句“巷名如同人名，只要不与其他巷 子同名就行了”
敷衍过去。
后来我才明白：原来的巷名是东船场巷和西船 场巷，吴方言里“船场”与“善长”同音，大约那儿曾
经是停船和修船的 所在吧。
 苏州曾经有一条名字很雅的巷子叫紫兰巷，90年代初拓宽干将路时这 条巷子被大路“吃”掉了。
其实这条巷子原来叫纸廊巷，“紫兰”的名字 虽较“纸廊”为美，却不免因此而掩埋了苏州的造纸工
艺。
苏州历史上出 产的纸很有名，《吴郡志》载：“彩笺，吴中所造，名闻四方，以诸色粉 和胶刷纸，
隐以罗纹，然后砑花。
”洪武《苏州府志》亦有记载：“庆元 间，郡人颜方叔创造佳笺，其色有杏黄、露桃红、天水碧，俱
砑成花竹鳞 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画。
亦有用金缕五彩描成者。
近年有青膏笺、水玉 笺，绝佳。
”如此之美的彩笺，听听都感到心醉，如果用它写字，你忍心 胡乱涂鸦?现在的古吴轩出版社社址说
不定就建造在过去的纸坊上，如果能 恢复这一纸品，倒是一件风雅之事。
 道前街一侧的西美巷原称西米巷，是过去的米市所在，附近还曾有谷 市桥。
明代的清官况钟曾经在巷子里住过，就是昆剧《十五贯》里的那位 况钟，现在巷子里还有况公祠。
《吴郡金石目》记载得明白，“永定乡人 造井题记，嘉定十七年十二月，正书，在府治东西米巷”，
确证过去是叫 西米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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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改成西美巷，美则美矣，却失其原旨了。
不过苏州人大约 觉得这样一改很有点意思，索性连东边的一条果子巷一起改过来，叫东美 巷。
果子巷这名字也不是原版，原版叫果子行，是专门买卖果品的地方， 巷中曾有桥名果子行桥，现在这
么一改，把附属在原名上的历史内容一古 脑儿抹去了，倒也省心。
 文庙西南有一条叫潘环巷的巷名也是错出来的，要把这个错理清，得 多绕一个弯子。
曾经在报刊上看到有文章，指出潘环巷的巷名是如何错的 ，说潘环巷的“潘”应该是“泮”。
泮，古时候称学校为泮宫，清朝时称 考中秀才为“入泮”。
潘环巷在文庙附近，巷名起于文庙，应该是泮环巷 。
乾隆《吴县志》也是这个观点。
文章另举苏州竹辉路口的近潘村为同样 的错误，应为近泮村。
有意思的是乾隆《吴县志》还记载了“土人”把东 泮环巷叫成“东半爿巷”的错误，可见巷名的错误
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花 样百出。
后来又从洪武年间的《苏州府志》中看到，泮环巷也是错的，潘 环巷则是错上加错，最初的巷名应该
是蒲帆巷，编蒲作帆是吴人的特产， 家住蒲帆巷附近的宋代诗人梅尧臣曾有“绿蒲作帆一百尺，波浪
疾飞轻鸟 翮”的诗句。
编蒲帆的织法与编蒲包相同，《宋平江城坊考》的作者王骞 说“近世只见蒲包，不见蒲帆矣”，而现
在连蒲包都看不见了，满世界乱 飞的都是涂着乱七八糟广告的塑料马夹袋。
 错得最令我头痛的是三多巷。
我住在三多巷附近，经常路过三多巷， 心里很长时间悬着一个问题，三多巷说的是哪三多呢?于是我
就自作聪明地 猜起来。
我主要往人物这方面想，因为三多巷就在著名的三元坊旁边。
最 后我确定了这样的三多：一是状元多，状元也是苏州的特产，人所共知； 二是御医多，苏州产生
过许多名医，历史上形成过很有影响的温病学派， 不少有成就的良医都被召进皇宫；三是名妓多，陈
圆圆、赛金花是最著名 的两位，还有很多，比如在虎丘山葬着的真娘等等。
后来我到市地名办公 室查资料，看到关于三多巷的解释——真令人泄气——乃福禄寿三多之义 ，太
无趣了。
我心中不服，又翻史料，这才真相大白。
三多巷得名于三多 桥，而三多桥乃杉渎桥之误，三多巷亦为杉渎巷之误。
北寺塔砖文中存有 “杉渎”字样，证明苏州曾有此地名。
杉渎是一条河名无疑，这样，桥为 杉渎桥、巷为杉渎巷才能顺理成章。
问题是为什么叫杉渎?我把杉渎与船场 巷联系起来想，修船总要用木头，而修船用的木头以杉木为宜
，船场附近 的河里当然需要经常存放一些杉木，于是当地人便自然而然称此河为杉渎 了，此推测不
知方家以为然否? 追究巷名是如何错的颇有意思，最常见的错误原因是音同字不同，错 误的目的是方
便，便于理解，便于记忆。
这也对，巷名毕竟不同于乡土教 材，不是历史资料室，没有必要搞得那样拗口又难认难写。
方便，是巷名 的第一要务。
 P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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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州小巷》是苏州文化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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