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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街

一条东关街， 千年古扬州。 东关街长约 1200
米，宽约 5 米，因为街道由西向东直抵东关城门和
东关古渡，故名东关街。 这条街巷，游客如潮，比肩
接踵。

自大运河开通后，这条外依运河、内连城区的
通衢大道， 逐步成为最活跃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
流集聚地。 这里是运河文化与盐商文化的发祥地
和展示窗口，见证了扬州城市的发展演变。

经过千年的积淀， 东关街留下丰厚的历史遗
存和人文古迹， 堪称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中保存
最为完好的商业古街。 街区拥有较完整的明清建
筑群及鱼骨状街巷体系， 保持和沿袭了明清时期
的传统风貌特色。 街两侧延伸出无数条巷子，这里
有老字号商铺，有名人故居、盐商大宅、寺庙园林、
古树老井等重要历史遗存，还有逸圃、个园 、街南
书屋、汪氏小院、胡氏宅第等文化遗产。

如今的东关街，经过保护性的综合整治，恢复
了原来的石板路，两旁商店铝合金卷帘门、窗棂 ，
换成了木板门、花格木窗棂，屋顶大瓦换成了传统
小瓦。 整个街道，不见高楼大厦，不闻车马喧声，洋
溢着古风古韵。 东关街还是商业、手工业和宗教文
化中心，街面市井繁华、商家林立、行当俱全、生意
兴隆。现有 200 多户商铺，其中，包含 70 余家“老字
号”核心店铺，已形成“十里长街市井连”的胜景。

逸圃黑漆大门上刻有“扬州古明月，陋巷旧家
风”的楹联。 东关街的园林、庭院和门店上那诗意
隽永的楹联耐人寻味。 扬州曾流传一句话：“堂前
无字画，不是旧人家。 ”“旧人家”指官宦之家、富商
之家和诗礼传家之家。 这些人家厅堂上悬挂字画
是有身份的标志，也是儒雅之风的一种体现。

东关街上还弥漫着各种特色小吃的诱人香

气。 黄桥烧饼金黄酥脆，藕粉圆子软糯香甜，扬州
炒饭、三丁包子、蟹黄汤包等扬州特色小吃 ，让游
客感受舌尖上的扬州。

在东关街上，随处可见足浴、足疗的门店。 扬
州的“三刀艺术”（切菜刀、理发刀和修脚刀）是扬
州生活的特色，也是扬州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一种
市井艺术的传承。 尤其是扬州“早晨皮包水，晚上
水包皮”的生活习俗，使三把刀成为这种享受文化
的基础。

精美的扬州剪纸、栩栩如生的扬州玉雕、古朴
典雅的扬州漆器等传统手工艺品让人叹为观止 。
这些凝聚着民间艺人智慧与心血的作品， 不仅是
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更是扬州传统文化的生动
体现。

古运河

东关街往东走到头，就能望见一座东关城门。
城墙上刻着关于东门城楼的介绍： 南宋建炎元年

（公元 1127 年）高宗赵构以扬州为“行在”，次年昭
命扬州“浚隍修城”，史称宋大城。 现在这里是东门
遗址公园，门外便是东关古渡与古运河了。

京杭大运河历史悠久， 是构通南北的交通大
动脉。 而扬州段是最为古老的一段。 运河穿城而
过，两岸古迹林立，风土人情独特有趣。

京杭大运河与周家口还有一段不解之缘。 明
永乐年间，由于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淤阻，永乐皇帝
明令漕运由大运河转道淮河， 进入沙颍河由周家
口经贾鲁河北上， 过黄河直达北京。 这条漕运通
道，把周家口与扬州大运河联系起来，将周家口的
发展引向了快车道。 明清时期，漕运也把扬州推上
了新的繁华顶点，尤其是在清朝，康熙、乾隆六下
江南，六游扬州，使得扬州占尽漕运、盐务、河务三
大要政之利， 成为漕运枢纽和全国最大的盐务销
售中心。 在南来北往的漕船中，比例最重的莫过于
盐务，而来来往往的商贾富人中，为数最多的就是
盐商。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便是当时扬州富

甲天下的写照。
在这一时期， 周家口盐商黄世煦占尽了风头。

黄世煦，字杏樵，直隶天津人。 光绪三年，在周家口
办理淮盐商务，为装卸官盐，在沙河南岸开辟盐路
渡口，往来调度、统销淮阳、商水、太康、陈留、杞县
五县盐务，业务发展蔚为壮观。 官盐船一进入周家
口市区河道中， 站在船头的差使便鸣锣开道：“官
盐来了，官盐来了！ ”一是喝令河中其他船只避让，
二是通知南岸装卸工准备卸船。 黄杏樵在周家口
南寨西门里耗资十五万两白银，兴建黄杏樵别墅，
又称“杏园”，占地 30 多亩，园内青石假山，亭台楼
阁，小桥流水，转厢楼房，体现江南建筑风格，被周
口人称为“周口大观园”，又被传作“黄金桥”。 令人
遗憾的是这座园林式建筑毁于日寇之手……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扬州在
如此悠久的历史中，城址未变，城市的肌理脉络没
有变，而且保存修整得这么完好，确实值得目前正
在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周口学习借鉴。 （完）

烟花三月下扬州（下）

■王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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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启动古树平安守护行动
������平安人寿周口中支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 4月
22日，由中国平安、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联合发起的
古树平安守护行动，在深圳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启动。

启动仪式上，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携手中国平
安共同发布了“人与古树”的故事征集、青少年古树科普
教育研学行、古树光影摄影展等一系列活动，探索“政策

引领、金融搭台、全民参与”的古树保护长效机制。
围绕古树平安守护行动，2024 年至今，中国平安

“我为古树上保险”计划已为全国 2 万余棵古树名木
提供超 3亿元保险保障。 未来 3年，中国平安将重点
覆盖广东超万株古树。

2025 年 3 月 15 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古树名木

保护条例》。 古树名木不仅是绿色生态文明的体现，
还是承载历史文化记忆的“绿色活化石”。 此次古树
平安守护行动，旨在通过“人与古树”的故事征集、青
少年古树科普教育、古树光影摄影展等一系列活动，
凝聚社会各界力量，营造全社会、全民参与古树名木
保护的良好氛围。 ②25 （平安）

东关街西口的热闹场景。。 王爱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