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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米市
长沙、九江、芜湖、无锡并称为

中国古代四大米市。其共同点是具

有沿江交通便利、粮食生产丰富和

商贸流通发达的优势。它们都是在

旧时农业商品经济不发达过程产生

的，对促进当时的粮食生产、流通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给当地的社会发

展、农民生活和商业经贸有很大的

提高。

中国历史上曾因大米集中在某

处交易，而形成了“四大米市”。又

因四大米市均在江南，所以又被称

为“江南四大米市”，这四大米市有

的如今依然焕发青春。“米市”的形

成要有两大因素：一是地处出产大

米的中心位置，有广泛的大米来源，

便于集中；二是运输便利，水陆交通

发达，古时候尤其着重于水路运

输。关于“四大米市”的认定，长期

以来就有两种说法，除了江西九江、

安徽芜湖、江苏无锡三个地方没有

异议外，有争议的是湖北沙市和湖

南长沙。

湖南、湖北都是鱼米之乡，沙

市、长沙的水陆交通在古时都很发

达，同样都是古时的繁华重镇，当时

商品贸易不相上下，都有可能是大

米的重要集散地。但是，现在就不

同了，内陆水路交通运输已经成为

明日黄花，铁路和公路运输占主要

地位。无论哪一方面，沙市与长沙

没得比。但，这里是从旅游角度出

发，还是将这两座美丽的历史名城

相提并论。

江苏省南部、太湖北岸、沪宁之

间的无锡市，大运河和锡澄运河在

此交汇。800里太湖水系众多、土壤

肥沃，便利的交通自古以来就促成

了这里农工商业的兴隆，历来是粮

油集散中心。民国十一年(1922)自

辟为商埠，如今这里的米市仍与中

国各省、市、自治区有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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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芜湖市为了更好地对这些

古老的建筑合理保护，进行了古城改

造。芜湖市文物办研究员刘平生告诉

我们：“并不是单纯地拆迁，很多建筑

都完好地保存下来进行维修保护。这

一带一共有四十八处建筑将被保留下

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故事的、典型

的、体量大的。”

而我们在十字街口看见的衙署前

门也被保留下来，“这座衙署前门我们

还要进行维修，让它恢复原先的样

子。”

芜湖和无锡、九

江、长沙并列为中国

四大米市，已有一百

多年的历史了。青

弋江上，来来往往的

船只，运送着这座商

埠米市春秋。这是

我们想象中当时的

情景，当然我们更想

亲眼目睹繁华留下

的痕迹。到了芜湖

才听闻因为古城改

造旧时的米市街已

经开始拆迁，当我们

怀着忐忑与期待几

经周折辗转找到了

当年的米市街时，知

道有价值的建筑有

选择性的被保留下

来了。于是，那个有

限的下午，我们拂开

时光，走进淹没在岁

月 风 尘 中 历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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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芜湖，我们多方打听，很多人都知道

芜湖是四大米市之一，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当

年的米市街的确切地点。从零星的资料上

显示，当年的芜湖米市位于南街、西街一带，

伴江而成、倚桥而立。

带着几分希望几分忐忑，我们来到了正

在进行拆迁改造的芜湖古城。在镜湖区十

字街口，一片因拆迁而留下的瓦砾上静静伫

立着一座建筑，上面写着衙署前门。我们走

上前，建筑上刻着这样的字样，“衙署前门始

建于北宋，沿用至清代。北宋时芜湖筑有土

城，城内设衙署，署门对着青弋江渡口。自

宋至清，数百年间屡毁屡建，现存木制建筑

为同治年间重修。”

站在街口望过去大部分的房子已经被

拆掉，只剩零星的几户。街口一间小卖部还

在营业，因为没有路牌，我们没有办法辨认

哪里是米市街，只能上前询问。让我们惊喜

的是，小卖部的主人85岁的鲁勤孝老人在

这里住了60多年了，他告诉我们前面不远

的地方就是米市街了。

鲁勤孝老人热情地为我们当起了向

导。穿过一片瓦砾，几间仅存的屋子还有人

住。一家房间门口坐着一位正在熟练地编

织篾器的大婶，鲁勤孝告诉我们，这条街名

叫花街，以前一条街上都是手艺人，很是热

闹，其中有许多都是编篾器的。芜湖有民谣

如此形容：“花街半里路，尽是篾匠铺，平时

卖竹器，正月花灯出，晚上灯点亮，疑是天仙

处。”

鲁勤孝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十年，不过他

并不会编篾器。他和艺术打了一辈子交道，

“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变戏法的，当时我们一

演出就会有许多人出来看。”

绕过花街，就是南门湾了。街心的青石

板已经踩得凹凸不平，古老的木制结构屋

子，黑色的木质电线杆……无一不在传递着

这里曾经的历史。从路两旁的房子上留下

的褪了色的“南门大药房”、“信诚百货商店”

等字样，不难看出，这里曾经是一条繁华的

小商业街。

米市印象，
古城老街觅沧桑

穿过曲曲折折的小巷，来到青弋江边。

鲁勤孝告诉我们，原先这里最热闹了，家家

都是码头。“当年米行的房子从江堰上直伸

到江心里，从大砻坊到宝塔根，全是运米的

帆船，首尾相接。”

站在弋江桥上，面对着宽阔的青弋江，我

们不难想象，当年这里热闹非凡的景象，每天

天不亮米行的伙计就扛着一袋袋米运上货

船。“这里南临码头，交通发达，是通往郊

区、皖南一带的唯一交通要道，因而交易量很

旺，做生意特别方便。而西街则是一处砻坊，

就是现在的仓库，而砻坊街也是因此得名。”

鲁勤孝说，整个沿江的米市大约有十里

长，又叫做十里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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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大药房

▲米市街上完整

保留下的老建筑

改造之中的芜湖古城

花街上的老手艺人

十里长街写尽百年繁华

四十八处古老建筑被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