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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星街里藏着好多老寿星

长沙是一座网红城市。橘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
雕像、爱晚亭、岳麓书院、文和友、茶颜悦色奶茶、
米粉街的“长沙”二字……这些是很多外地游客
来长沙“打卡”的必去点。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长沙有条寿星街。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条百余米长的老
街里，80 岁以上的老人有 198 人，90 岁以上的
老人达 20 人。

它似乎不如其他景点所在的街道那么耀眼，却
是一条难得的“宝藏老街”。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冯晓雅

你不知道的“网红”长沙

6月的一个晌午，长沙城被骄阳炙烤，阳光一点

不懂吝啬，就那么直愣愣地铺洒在街面上、枝头上、

房檐上……泛着令人窒息的热气。当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一脚踱进湘江畔绿荫掩映下的寿星街时，一

切变得不一样。

寿星街，南接潮宗街，北接通泰街，百余米长，

小巷深处的小巷子，深藏在通泰街历史文化步道处，

传说辛弃疾在此建营而得名的营盘路将不长的小巷

切分成两部分。

寿星街街名取自寿星观。寿星观始建于北宋政

和年间，因轸宿星官旁之长沙星主寿而得名。寿星

观命途多舛，建成后百年间，历经多次重修。如今，

观已不可见，但后人可从元代理学家虞集的《潭州

重建寿星观记》知其当年鼎盛时期的恢弘气派。

如果古代也有“流量”一词的话，寿星街绝对

算得上“热搜榜”上的常客。晚清朝廷中枢重要人

物瞿鸿禨就出生于寿星街。瞿鸿禨为官数十载，官

至军机大臣，居高位常自省，两袖清风。光绪三十

三年（1907 年），因政见不合，瞿鸿禨被弹劾免职，

回到长沙。瞿鸿禨一生爱国护国，中日甲午战争时，

曾上四路进兵之策。晚年退休之际，又婉拒袁世凯

返聘议政之约，是一位响当当的湖南汉子。瞿鸿禨

在寿星街与潮宗街交汇口处修筑规模宏大的公馆，

人称“瞿相府”，府中的超览楼有三层，登楼可望岳

麓山。他曾与王先谦、王闿运等在此吟咏结社。时

光倥偬，如今瞿相府已不见往日之风光，徒留一地

残垣惹人遐想。

2018 年，借长沙历史步道建设和城市有机更新

契机，市政府在公馆残墙处修建“鸿禨坪”，以此

纪念这位一生廉洁奉公、精忠报国的历史人物。伫

立在“鸿禨坪”，眼见着残墙断壁在时光的打磨下露

出了坚实的底色，岁月给它们镀上了一层黄晕。

在“鸿禨坪”的入口处，竖立着对称布局的“钢

檐壁”，这是对长沙老公馆艺术性的表达，王先谦《超

览楼落成宴集》诗云：“高楼西北枕城隈，一笑登临

万象开。”

如今展望高楼余留的飞檐翘角，仍能瞥见当年

的凭栏眺望湘江的雄伟和壮观。墙角处坐落着一座

造型别致的方亭，于闹市间遗世独立，光影打在亭

台四周，仿若沧海桑田，唯心安处是吾乡。

打着扇子的老人和背着包的小年轻不时走进坪

内。顺着他们的目光，高悬于南墙的老照片历历在目，

这一段饱经沧桑的历史就这样湮没在尘世烟火之中，

唯余一座断墙，仍引人禁不住停下匆忙的脚步。

寿星街还见证了一段“烽火岁月”，红色文化在

这里扎下了根。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徐特立、高

文华在寿星街二号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文夕大

火时，周恩来、叶剑英正宿于此。“战场上每天都是

枪林弹雨，要把最重要的军情送出去，就要冒着生

命危险。”抗战老兵朱爹爹就住在寿星街，谈起抗战

岁月的艰苦，朱老忍不住感慨，“我是革命战争的幸

存者，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赶上了改革开放好时代。

希望大家倍加珍惜，不要忘记为我们幸福生活献出

生命的烈士、英雄们！”

小巷不大，处处充满着烟火气；巷道不宽，却可

阅遍星城百态。

取道潮宗街右拐而入，声音仿佛都下调了好几个

分贝。在这条临江的小巷子里，人们似乎有着自己的

节奏。安宁和谐是这条街的主旋律，虽凌乱却有着

自己的秩序，越是深入，越能找到属于寿星街独特的

标签。

穿着花衬衫的奶奶提着水壶侍弄着门前精心培

育的花草。一旁的寿星街48号，仍留着木质门框和窗

沿，屋主是一对爷爷奶奶，他们正准备好午饭，香

气就透过纱窗飘散出来。

“下午搞莫子咯？”“打牌去不咯？”门前支上一

张小桌板，摆上水壶、水杯、蒲扇，一个简陋的“茶

话会”就此开始，两位头发花白的奶奶正闲话家常，

阳光透过缝隙将老人家脸上的褶皱抚平。沿路走过

了几米，还能听见奶奶们中气十足的嗓音。耳畔也不

时传来老爷爷唤孙儿的声音。

低矮的平房，不宽的巷道，旧时光在这里打了个

盹儿，赖着不走了。

绕道营盘路的另一头，寿星街大大的牌坊格外

醒目。未进其门，先见其态。赶上天气晴朗的日子，

长沙爹爹早已在门口支上了桌子，相约喝茶唠嗑，晒

晒太阳，再活动活动筋骨，这条街老人们的自在悠闲，

从这番景象便能窥探一二。老人们最懂“味”，天气

晴好的晌午，没有

一处空白地能免遭

“白辣椒”霸占，

车盖前、桌椅上，

甚至马路墩子也

变成了晾晒场，晒

得不够，还得在方寸

之间再觅一处空白地，

挂上洗得水灵灵的萝卜条。

显然，满大街的口味菜馆是怎样产生的答案不言

自喻，藏在寿星街的“苍蝇馆子”，是这里最有“味道”

的特色。

寿星街，顾名思义：一群“寿星”居住的街道。

这里一直流传着百岁老人的传说，虽年代已久不

可考，但这条不长的巷子里，随处可见精神奕奕的

“爹爹”和“娭毑”。

“寿星街里出寿星咧！”据统计，寿星街 80 岁

以上的老人有 198 人，90 岁以上的老人达 20 人。

提到寿星街长寿的秘密，寿星街社区工作人员李

丹先卖了个关子：“说法有很多，有说这里曾是殡

葬一条街，或许是见到了太多生离死别，居民心

态特别好；还有说寿星街见证了抗战的历史，托

毛主席的福，所以街上长寿老人多。”“而今，那

些过往的历史都难觅其痕迹，但老长沙的生活韵

味在这里得到了存续……”正如寿星街文化墙上

标语所展示的一样，邻里和睦、孝老敬亲是寿星

街亘古不变的主题，也是这条街“长寿”的秘密。

“寿星街虽然不富裕，但人情味特别浓，邻里关系

特别好！”李丹举了几个例子。50 多岁的罗莲香帮

邻居 80 多岁的陈桂英老人洗衣晒被。金灿党员工

作室的义工金志红坚持 10 年，给家住草家湾的辜

富云娭毑送饭，一直到她女儿退休。现在，辜娭

毑的女儿金玉玲也当起了志愿者，照顾邻居老人。

如今，社区还拟建寿星文化中心，举办寿星文

化艺术节，全方位为老人提供生活居住、文娱疗养、

健身康复、急救保障、殡葬等服务。

寿星街算得上古代“热搜榜”常客

享受惬意“旧时光”

寿星街里说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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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星街的时光更显悠闲。

走进寿星街，声音仿佛下调了好几个分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