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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老照片，聊一聊老街道的故事
太过荒凉，经常有飞禽走兽、孤兔出没，德化街曾被称为“野鸡岗”
常香玉为抗美援朝捐飞机的第一场义演就在德化街举办
64年前，解放路是全郑州最“洋气”的路，因为“是水泥路，有花坛”
二七塔的前身是为了郑州市物资交流骡马大会而建的会标

一条路见证着一座城的发展，承载着几代人的故事。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交通方式的多样，当年响当当的洋气大道，如今或已消失，或被赋予不同的使命。
如今郑州数一数二的百年老街德化街，还曾经是这样的：清朝末年，德化街一带还是西关外的一片荒
野，蓬蒿丛生，经常有飞禽走兽、孤兔出没，被称为“野鸡岗”。
郑州晚报记者 孙娟 董艳竹/文 张翼飞/图

解放路上的新华书店，作为当时郑州市
最大的书店，也是郑州市解放后历史上最老
的书店，这里不仅有几代老郑州人儿时的欢
笑，更有他们汲取知识的美好回忆。“那时大
家手里的书并不多，每逢周末，小伙伴们都早
早商量好，约定几点到新华书店，然后在里面
找书看，这就是当时最幸福的事。”今年76岁
的张文玉老先生说。

还是在这条街上。1951年，为纪念“二七大
罢工”和“二七”烈士，原“长春桥”旧址附近修建了
二七广场。广场内建了一座15米高的木质塔。

这座 15 米高的木质纪念塔其实就是二
七纪念塔的前身。据王瑞明回忆，那座木塔
当时是作为郑州市物资交流骡马大会会标而

建的，6 个面的木质临时建筑，后来慢慢成为
人们心目中的“二七塔”。

塔慢慢地演变成了郑州的象征，也融入
了郑州人的血液，成为郑州生活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后，解放路像久旱逢甘雨的禾
苗，迅速发展，兴旺昌盛，街道两侧高楼林立，
工商业单位达 59 家。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市
支行、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二七宾馆、法院、
检察院、伊斯兰教协会等都坐落在这条街上。

解放路是郑州市商业中心区的商业名
街，也是郑州市重要的革命纪念圣地之一，这
里的建筑、商场、店铺等是近代史上郑州工人
大罢工、郑州解放的见证，成为后人了解郑州
历史的窗口。

德化街 郑州现代商业的孵化地

提起郑州的老街道，德化街自然数一
数二。按老辈人的说法，德化街繁荣时

“天天如赶会，日日似过年”。
现在德化街所在的位置，原是一片荒

地，被叫为“野鸡岗”。它之所以后来成为一
条街，除了巡抚陈龙，也离不了铁路的兴建。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3月，郑州车站建
成。当时苑陵街以南叫“天中里”，苑陵街以北
叫“惠仁街”。“惠仁街”就是德化街的前身。

1905 年，郑州辟为商埠之后，这里开
始形成街道雏形。不久，陇海铁路通车。
因为临近火车站，惠仁街逐渐成为各方商
旅的中转地和附近各县货物的集散地。

由于发音的关系，有人把“惠仁街”叫
成“毁人街”。惠仁街上的商户觉得这个名
字听起来不吉利，一致要求另取一街名。
1916年，前清举人、惠仁街主要的房产业主
刘帮骥和几位富商议定，正式把惠仁街改
名为“德化街”。

德化街开始名声大噪，大概在1930年
前后。当时，省内外一些有名气的绸缎、医
药、百货、客栈、饮食店铺纷纷迁入，德化街
开始呈现商贾云集、繁华兴旺的景象。比
如，德茂祥酱菜园、同仁堂药铺、魁祥花铺、
五洲派报社（发行报刊）、京都老蔡记馄饨
馆、老张歪馄饨馆等名店相继出现。

因为谐音“毁人街”，惠仁街改名德化街

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为了恢
复郑州的商业，德化街有了郑州历史上第
一家带有“国营”二字的百货店，对郑州的
商业复苏起了重要作用。

1949 年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德化
街，吸引了众多年轻的国营商业，如“老蔡
记”、“同仁堂”、“郑州钟表眼镜店”以及上
世纪50年代建成的“刘胡兰副食品商店”、

“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新华书店”等，老
字号和新名店共生，繁荣兴旺。

当时的德化街道路不宽，最高的楼不

过两三层。1949年后的德化街商户发展迅
速，经营品种由过去的 800 多种发展到
4000多种。不仅有大江南北的丝绸、呢料、
服装、百货，全国各地的皮毛、花布、水果、
干货等，还有全省的优质产品花生片、珍珠
粉酥糖、邙山牌蛋松果以及新郑大枣、荥阳
柿饼、武陟油茶面等著名土特产品。当时
德化街有时货店 23 家，钟表店 20 家，医药
店14家，布店23家，鞋业店6家，加上图书、
理发、照相、浴池等，共有商户120多家，成
为郑州市名副其实的商业中心。

德化街不大，可来过不少大人物。
就像燕庄人自豪于毛泽东曾经到燕庄

视察过麦田一样，老德化街人也自豪于毛
泽东曾经在德化街吃过饭。1959年，陈毅
也曾到德化街视察工作。除此之外，刘伯
承、陈赓、梅兰芳等曾先后光临德化街，并
到当时位于德化街北段的京都老蔡记馄饨
馆就餐，对该店的蒸饺、馄饨给予很高的评

价。1951年，豫剧大师常香玉为抗美援朝
捐飞机，第一场义演就在德化街。当时轰
动整个郑州地区，群众纷纷捐钱捐物。

1969年，德化街曾经大兴土木。当年
3 月，中苏军队在珍宝岛交火。为防止空
中袭击，德化街各个单位大挖防空洞。如
今，这些防空洞都已完成历史使命，成了
市民夏日乘凉的好去处。

常香玉为抗美援朝捐飞机的第一场义演就在这里

进入20世纪80年代，德化街开始进行
旧城改造，与周边的商业网共同组织了二七
广场、火车站广场商圈。1989年5月的德化
街，也是这条街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章。

1987 年起，德化街进行旧城改造，北
端新建有亚细亚商场，中段有德化街百货
大楼、三得利商场、德化街浴池、妇幼用品
大楼、刘胡兰副食品大楼等。德化街的改
造筑就了一个新的商业巨头——亚细亚，
随之而来的就是闻名全国、硝烟弥漫的二
七商战，参与者有国营的郑州华联、老百
货大楼、郑州商城大厦等，郑州的现代化
商业格局逐渐形成。

其中，亚细亚是国内首家在中央电
视台做广告的商场，一句“中原之行哪里
去——郑州亚细亚”，轰动全国。据老人

回忆，那时一走进德化街，走近亚细亚就
能感受到商战硝烟弥漫，一些老店甚至将
店铺人马拉出来，到亚细亚商场、天然商
厦、二七塔周边去兜售商品。

对于德化街来说，2000年是又一个具
有重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的 8 月，郑州
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同意将德化街建成
商业步行街的批复》，德化街开始新一轮
的跨越。

2002 年 12 月 28 日，一条长 600 米、宽
22米的德化街商业步行街正式开街，随后
又被评为“中国著名商业街”称号，与北京
王府井、上海南京路等商业街比肩。

德化街孵化了郑州的现代商业，而郑
州现代商业又把德化街拉下了唯我独尊
的霸主地位。

德化街孵化了郑州的现代商业

解放路，全国多座城市都有这样的一条
路，每条解放路背后或许都有一段红色记忆。

“郑州的解放路最名副其实，因为当年刘邓
大军正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郑州城区的。”回忆
起解放路的名称来历时，郑州市老街道传说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王瑞明如数家珍。

1948 年 10 月 22 日，郑州解放，满城歌舞
共欢腾。“当年，刘邓大军正是沿着金水河故
道两边的顺河街、迎河街和西端的慕霖路进

入郑州市区，全市人民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
军进城。”王瑞明说，那时金水河是一条臭水
沟，沟两侧小商贩很多，商贩摊前熙熙攘攘，
又脏又乱，垃圾遍地，造成沟内常年污泥横
流，蚊蝇成群，臭气熏天。

对于这样一个遭人嫌的臭水沟，民间还
有一个传唱的民谣：“三街臭沟烂草屋，五虎
庙中垒白骨。”那时的五虎庙就位于现在二七
宾馆的后面。

刘邓大军沿着解放路线进入郑州市区

1949 年，解放后的郑州一派生机。为紧
跟社会发展的脚步，顺应市民的期盼，政府下
决心治理臭水沟。当时，先把金水河故道的
臭水沟填平，合并扩建沟两边的顺河街、迎河
街，以及西端的慕霖路。

“工程挺大的，那时大家每天都在盼，没
事的时候就跑去看施工到哪一阶段了。”王瑞
明说。

1950年8月，曾经脏乱差的河和路终于被
改造成一条长971米、宽23米的宽敞水泥马路，
街心还设有宽2.84米的花坛，命名为解放路。
这也是当时全郑州最为“洋气”的路，堪称郑州

“第一路”。
据王瑞明回忆，为庆祝刚刚完工的解放

路，当天晚上，市民们还专门在路东头放起了
电影，看电影的群众更是挤满了整个路面。

臭水沟换新颜，成为最“洋气”的路

感谢郑州市老街道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王瑞明先生对本文提供的帮助美国人迪利来1983年拍摄的百货大楼附近百货摊点

解放路 德化街 郑州民间收藏爱好者李海生收藏的二七塔木塔图片

美国人迪利来1983年拍摄的解放路和铭功路

德化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