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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镇老街西宁镇老街：：

烟火气里的童真烟火气里的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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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的上午，我们找到了西宁镇老街。些许冷
清，些许萧索，但又透着一股烟火气——这是西宁镇老
街给我的第一印象。

拦住下车碰到的第一个人，向他询问老街的从前和
近况。原本只是打算碰碰运气，没想到这个名叫周国彬
的“老西宁人”格外爽快，也很乐意将西宁老街介绍给我
听。老街有一条南北走向约500米长的主干道，还有两
条分别朝东、西方向岔开的支路。

周国彬今年 65 岁，对于老街从前的事，能说个大
概，但要详细到乡镇府何年搬走、供销社何年关闭，就不
甚清楚了。据《启东地名志》记载：西宁，原名“九总”，亦
称“九总海”。林立在老街两旁的房屋木门上，也钉着“九
总海村 xx 号”的门牌。这个小镇形成于解放前保甲时
期，当时镇上有老八爹八鲜行、潘家小店等几家店铺。解
放后，小镇向南向北方向延伸。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
代间，随着五金电动工具产业的崛起，镇区规模迅速扩
大，沿天聚公路和西宁中心路呈十字型，有工厂 10 多
家，商铺近100家。

西宁礼堂算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了，它既是开会、办
活动用的礼堂，也是一个电影院。周国彬回忆起小时候
和小伙伴们一起看电影的场景，十分怀念。“那时候。电
影票 1 毛钱一张。”电影开场前，门口老早就排起了长
队，大部分是父母带着孩子，年长一些的就跟玩伴们一
起过来，还有年轻的小夫妻也是这里的常客。那时候用
的是老式放映机，机器转动的“吱嘎”声是掩饰不住的。
屏幕对面的墙上，有个放映用的洞，一束光从这个洞里
投射出来，一直投到观众眼前的白布上。若有人走动，挡
住了这束光，这人脑袋的阴影也就出现在电影里了，这
时，一定会有人“斥责”着让他赶紧坐下。

这个承载着西宁人欢声笑语和艺术情结的地方，堪
称是西宁的“文艺中心”。只不过，如今的西宁礼堂，已经
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做“凯润”的生活超
市。那些老电影《地道战》《渡江侦察兵》《英雄儿女》等
等，一部部西宁人小时候的“心头好”也随着礼堂的拆除
而深埋在心底。

听说老街上有个叫做潘金庙的耄耋老人，从13 岁
开始理发，如今已是 90 多岁的高龄，却仍然坚守着他
的理发事业。经人指点，我找到了他门前，可惜来得不
巧，潘金庙家门紧锁，据说是访亲友去了。墙上“金庙
理发”的字样已经被风雨侵蚀得失了原貌，需仔细辨
认才行。

老街现存“古迹”已经不多了，那
些传闻中的国营药店、西宁照相馆、
馒头店早已被拆的拆、改的改，而生
活在老街上的人们，仍然辛勤地劳
作、生活着，一代代默默地守护着这
条老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