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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
□融媒记者 孙爱雯 文/摄

曾有人说，大概每座城市都有一条“长安路”。

长安路位于张家港市中心，贯穿南北，“长安”二字承载的不仅是

一座城市的历史与记忆，更是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景与期盼。

长安路南起南二环，北至福前，这是
一条修筑于1982年、全长2千米的沥青道
路。

长安中路属于长安路的中段部分，是
一条极其重要的城市轴线。路上密集分布
着各式各样的商业体、便民设施，“照顾”
着城北居民的吃喝玩乐。众多文化机构，
为居民们提供了精神食粮。城北立交桥位
于长安中路最北端，是张家港最早的立交
桥，也是城市中一处重要的交通枢纽。
1990年，张家港市第一条公交线路——1
路正式开设，首末站便在城北立交桥下。
每天清晨6点，1路车准点发车，清晨的公

交车内，老年人是绝对的“主力军”，浓浓
的烟火气充满整个车厢，透过车窗还可以
看到城市刚刚苏醒的样子。

城北长安中路上有一段约500米左右
的汽配一条街，沿街排满了轮胎经营、汽
车装潢美容等一系列汽配服务门店。有的
店铺不仅销售汽车用品，而且还经营洗
车、美容、修配等业务。因为服务集中且
价格实惠，形成了一条特色商业街，吸引
了不少顾客。没有刻意的安排与约定，这
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张家港人心目中的汽
车修配集散地。

长安中路西侧的长安广场是横河社区
居民们活动休憩的绿色空间，各式各样的
景观花坛和阳光草坪装点着广场，行走在
这里，时光是缓慢的、是柔软的。特别是
春暖花开的季节，沿路的玉兰花开成片，
与高大的绿植相辅相成。不需要想些什
么，只是安静地走走坐坐，就能把所有的
愁绪都抛诸脑后。

一个地方，总有那么一两样东西让人
念念不忘，一座桥、一条河，或是一道菜
肴。长安中路上的滋生桥横跨东横河，是
一座建于清同治八年的桥梁，从最初的石
桥改建为了木桥，1988年又改建成预应力
空心板桥梁。多次的改建，改不了滋生桥

在当地居民心中的分量。这条回家的必经
之路，寄托着许多张家港人浓浓的乡愁。
如今，滋生桥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修复改
建工作，一起期待它的全新面貌吧。

位于长安中路与暨阳中路交叉口的宴
杨楼，是张家港人必吃面馆之一。其实170
多年前，“宴杨楼”就已经存在了。明嘉庆
三十七年，倭寇横行，杨舍告急。为抗击
倭寇，杨舍斜桥义士许蓉带头捐献全部家
产，顾雨更是倾囊相助，独力承担了堡城
一半的经费。堡成之日，顾雨在姜园大宴
宾客。席间，礼部主事薛甲把姜园改名为

“宴杨楼”，并题词纪念。从此“宴杨楼”
蜚声大江南北。

如今的宴杨楼是当时国营沙洲饭店的
分店改造而成的。1984年3月8日剪彩开
业，启用了原先宴阳酒楼的名称，以苏式
面和地方特色菜肴最为闻名，不少老一辈
张家港人还在这摆过喜宴。好的味道能长
久流传必有其道理，宴杨楼里，永远有爱
吃面的张家港人。一碗远近驰名的白汤焖
肉面，就是这些“老面客”早起的理由。

梁丰路和长安中路交会处西南端的广
场上，有一座巨型的塑像在绿荫丛中迎风
而立，这便是许蓉的雕塑。当时朝廷批准
在杨舍建堡城，许蓉受命担当筑城主管。
他制订规划、审核图样、募集资金、招收
民工，还率领6个儿子挑砖垒土，未满百日

即完成杨舍堡城这一浩大工程。从此以
后，江防森严，城池固实。后人为了纪念
他，将他的雕塑建造在了这片他深爱的热
土之上。

长安路与西门路路口是张家港长途汽
车站的旧址，该站的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
位于杨舍西街的杨舍汽车站。1966年2月
21日，杨舍汽车站更名为“沙洲汽车站”。
这儿曾是张家港市最大的客运窗口单位，
为国家二级客运站。

随着时代的变迁，长途汽车站辉煌的
过去已不见踪影。回忆起旧时光，也许能
带你寻得一段独属于张家港的“从前慢”。

那些年的青春印记

回忆中的老地标

城市轴线上的烟火气

如今，我们想跨过长江，在张家港和南
通之间往返的方式有很多。通沙汽渡贯通南
北，新建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如彩虹飞
架，连接张家港与如皋的张靖皋长江大桥也
在建设中。

但，张皋汽渡依旧是不少人心中不可替
代的存在。对于披星戴月的卡车司机来说，
张皋汽渡不仅是晒在朋友圈里的轮渡江景、
风光大片，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要
道。对于每天骑着电瓶车在公司和家之间往

返的上班族来说，轮渡成功解决了他们过江
的问题，让上班的路变得更加快速、便捷。
当斑驳的渡船靠岸，一场带着历史韵味的短
暂行程带着他们往返喧嚣繁忙的都市和温暖
舒适的爱巢。

去坐一次轮渡吧，吹着江风，看江上船
来船往，灯火星星点点，听着悠长的汽笛
声，感受长江的磅礴深邃，总会让你涌起澎
湃的心潮。

时光里的张皋汽渡
□融媒记者 蔡晨昕文/摄

张家港位于长江下游南岸，江苏省东南部，江尾海头交汇处。打开张家港地图，其状呈倒立的三角

形，北宽南窄，宛如一张青绿的树叶，舒展在江南水乡大地上。

在张家港，想要看到最壮丽的江景，不是站在桥上，而是渡在江上。

走进码头，这里是最接近江的地方，来
来往往的人群都集中在这里等待轮渡靠岸。

花5元钱在轮渡售票处购入船票就能进
入码头等待区域，这里有休息区、小卖部和
沙县小吃，绿色的复古窗框给整个等待区增
添了一抹岁月的味道。

还记得，你有多久没有坐过轮渡了吗？
看着船只靠近渡口，放下甲板，登船口的大
门徐徐拉开，渡江的仪式感正式开启。驾驶

员们跟着指挥员手中的旗帜有序排队上船，
船舱一楼暂时变成了“停车场”，所有人都
在等待开船的信号。轮船有三层，骑电动车
和开车的渡江人大都集中在一层，二层则是
观赏江景和吹江风的好地方，当下这个时
节，艳阳不热、江风不冷，天气正好。

一声鸣笛声，船慢慢离岸，两岸景色开
始变换不同的视角。江面上正在建设的张靖
皋长江大桥，在轻轻的薄雾中依稀可见，不

管坐过多少次轮渡，看到眼前的景色，总会
由衷地感叹，这就是长江！

轮渡行驶十分平稳，碰上天气晴朗的日
子，阳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折射出
一江春水，分外撩人。天空中时不时还会有
自由翱翔的飞鸟，让人心生空阔。坐在轮渡
上，视线不自觉地被甲板外的江景所吸引，
哪怕是常年坐轮渡的乘客，看着辽阔的江
面，内心常常被抚慰。

贯通南北的过江通道

一半生活一半情怀

渡江人心中的“白月光”

路边的凉亭

许蓉雕塑 宴杨楼

张皋汽渡 轮渡一角

辽阔的江面辽阔的江面

身为张家港人，生在长江边，喝着长江
水长大。宽阔汹涌的江水，或和煦或凛冽的
江风，伴随我们无数次地往返于长江两岸。

临江长大的孩子，在记忆深处，总会怀
念江水带来的朴素温情，纵横的内河从家门
口流过，在临水的石阶上淘米洗菜、浆衣挑
水，在飞溅的水花里慢慢长大。夏天，光着

稚嫩的脚丫，在滚烫、闪光的沙滩上跳跃，
渴望搏击浪花的路上，多一些青草、野花的
陪伴，索性把暑假的闲情逸致，投放在湍急
的江水中飘流。

几十年间，从张家港到南通的水道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小轮船换成了能
容纳数十辆货车的轮渡，几毛钱一张的船票

变成了现在的5元，往来的货轮、渔船早已
数之不尽。

2005年，张皋汽渡建成通航，苏南与苏
北多了一条水上通道，从如皋到张家港只需
25分钟，再也不需花费时间从江阴大桥绕道
而行。

长安中路旁的窄巷里藏着一所“66
岁”的老学校——张家港市第三中学。追
溯市三中的办学历史，始建于 1958 年，
1979年命名为“沙洲县斜桥初级中学”，
1999年更名为“张家港市第三中学”。经过
了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和传承，承载着培养
莘莘学子的使命，这是一所城北人记忆中

的学校。每到放学时间，常有穿着红马甲
的家长在路口指挥交通。学生们骑着单车
穿梭在车水马龙中，衣角飞扬，正是青春
的模样。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原是张家港图书
馆，记忆中的图书馆是一个关于“青
春”的大课题，在自习室还没有盛行的

年代，大型图书馆绝对是学生们“周末
必打卡地”之一。穿梭于各个书架之
间，抚过一本本贴着标签的书籍，好像
又回到了小时候悄悄找课外书看的时
候。走出图书馆，迎面是满开的玉兰
花。告别寒风刺骨的冬日，迎来城市的
春暖花开。

街边的小公园里多了许多停歇的脚
步，大伙在这里晨练，或是饭后消食，或
什么也不做，在这儿发发呆、享受春光。

长安路走完了，但长安路的故事未完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