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看到路的名字，就能看出一个城市的文
化，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但好听的路名确实能够增
加一个城市的文化气息，则是不争的事实。

一个城市，就是靠着这些俯拾皆是的“著名”地
名，来显示自己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品位。

路名，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有用地名的，有用
历史事件的，用故事的。还有一种则是用人名。

比如哈尔滨，喜欢以革命先烈之名来给街道命
名：一曼街、兆麟街、靖宇街、尚志街…

让人走进一条街，就有对一段革命历史的回顾。
在以名人命名道路时，尤以“中山”路最为常

见。目前，全国以“中山”命名的道路、街巷共400多
条。

而在安徽，最近也发生了一则和名人有关的路
名新闻：为纪念合肥籍抗日名将蔡炳炎，合肥市政府
日前已做出批复，同意将柳荫塘路更名为炳炎路。

以名人和先贤名字为道路命名，就是一种很好
的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体现方式，而且
传承了历史名人的精神。

或许，这就是各地以名人命名道路的初衷。那
么，在安徽的范围内，这样的路名还有哪些呢？我们
寻找了一部分。 张亚琴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石德宽的名字

萧云从画作

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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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路名的名人溯源

1934年，当时世界上造价最低而质量又较高

的铁路线，便是淮南铁路。担任淮南铁路建设总

工程师，主持勘测、设计并建成了淮南铁路的，便

是绩溪县仁里村人程士范 。

民国 23 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

静江为开发淮南煤矿，决定修建淮南铁路。他亲

自登门，约请程士范返皖共同完成修路大业。程

士范本来就有在安徽建设一条铁路的夙愿，在安

徽省建设厅任技正期间，他就为建路工作积累了

大量资料。此时，程士范毅然辞去上海邮政储金

汇业总局副局长的职务，挑起淮南铁路总工程师

的重任。他还精打细算大胆革新，购买国外使用

过的路轨，调换钢轨的内外侧，把已磨损的一边

朝外，未磨损的一边调至内侧，让车轮运行，大大

降低了每公里的造价。

淮南铁路建成后，程士范升任淮南矿路公司

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他总结建路开矿的经验，著

有《皖省轻便铁路刍议》，并编辑了《淮南煤矿六

周年纪念专刊》。

合肥的程士范路，即为他命名。

安庆这条路长约1800米，是为纪念辛亥革命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石德宽而命名。

民国 16 年拓建，40 年代改名德宽路。文革

时，德宽路、清河路全称青年路。1981 年恢复德

宽路名。

1885年，石德宽出生于安徽寿县南乡。少年

能文，风有大志。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瓜

分中国。少年的石德宽目睹清政府腐败，帝国主

义列强横行霸道，十分愤慨。落后挨打的事实，

对他刺激很深，加之受留学日本的堂兄石德纯进

步思想的影响，石德宽开始走上了寻求革命的道

路。

1903 年，19 岁的石德宽来到安徽省城安庆，

在那里，他结识了爱国知识分子陈独秀、潘赞化

等人，并成至交。不久，他考入安庆陆军武备学

堂。1905 年秋，安徽为训练新军骨干，征招知识

分子。石德宽约好友范传甲、毕镜波一起加入了

新军驻安庆常备军，他们在新军中努力宣传革命

思想，组织一批有志之士，准备武装反清斗争。

当时，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已有反清秘密组织―

―岳王会，石德宽加入了这一组织，并被推选为

岳王会皖北分部纠察员。光绪三十二年，经吴旸

谷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

后来，石德宽应堂兄石德纯之召，东渡日本，

钻研学术。初入同文书院，毕业后考入西京农业

学校。他对机械科学缺乏兴趣，于宣统元年

(1909 年)冬，转学至东京市日本大学法律科。

1911 年到香港后，石德宽受黄兴委任，专事

组织暗杀炸弹队，奔波于香港、广州之间。4月27

日，广州起义爆发。石德宽等随黄兴猛攻两广总

督衙门。石德宽与数倍于己的敌军短兵相接，身

受剧创，仍全力奋战，不幸身中数弹身亡。年仅

26岁，英名列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

德宽路：
让黄花岗烈士的英名流传

云从路，曾用名新一大道。芜湖人说起它，自然

就会想到当地的杰出画家萧云从。

这位名垂史册的大画家，与芜湖有着生死相依

的密切关系。他早年定居芜湖，晚年返回芜湖，辞世

后又葬于芜湖。芜湖市内东门萧家巷，就是萧云从的

故居。昔时，萧家住地，虽为野地石岗，但环境幽静，

正适于画家作画。萧云从于此“蓐秽缉垣”，辟“梅筑

园”，一边泼墨丹青，一边幸会志同道合之画友。

姑孰画派，是明末清初之际活跃于太平府及相邻

地域的一个画家群体。太平府辖当涂、芜湖、繁昌三

县，府治在当涂。当涂又名姑孰，故称姑孰画派。这

一画派，政治思想上藐视权贵，不认同满清统治。他

们在诗画中，常有忧国忧民之作，多为狷介爱国之士。

而正是萧云从创建了它。

姑孰画派与新安画派同为画坛上的两大流派。

从时间上看，姑孰画派应先于新安画派，萧云从比渐

江大十四岁。萧云从曾在芜接待过渐江到访，洽谈

甚欢，并以《黄山松石图卷》相赠（现藏浙江博物馆）。

天池路，与芜湖的铁画创始人汤天池有渊源。

“以铁的资料创造优美的图画，以铁的意志创造

伟大的中华”，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同志来

到芜湖市工艺美术厂参观铁画后的赞词。芜湖铁画

诞生至今已近400年历史，创建它的人，便是汤天池。

生活在康熙盛世的汤天池原籍江苏溧水人，后

逃荒到芜湖，十三岁始，在芜湖一家铁铺学铁匠，从

此定居芜湖。

当时芜湖既是水陆交通要道和各种物资集散中

心，又近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不仅万商

云集、人流如潮，其间也有众多香客，他们皆喜欢买

芜湖铁铺中生产和出售的彩色铁花枝、铁花灯，作为

上山敬佛之用。

汤天池也打制这些制品出售。后又将铁花和铁

花灯的内容，移植到一起，制成“山水花卉，各极其

妙”的别具艺术风格的铁画。

后来，为专心研制铁画，汤天池登门向萧云从求

教，结下“忘年交”。也让铁画熠熠生辉，大放异彩，

享誉四海，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天池路：
令人叹奇的铁画创始

芜湖荆山脚下，曾有纵横数十里的湖滩，俗名

“欧阳滩”。宋朝以前为“芜湖水”的一角，元代改称

欧阳湖，为纪念在芜湖任过知县的历史学家欧阳

玄。民间流传“欧阳湖上有奇字，荆山山里有财宝，

识得奇字山门开，金银财宝滚滚来”。

欧阳玄任芜湖县尹三年，不畏权贵，清理积案，

严正执法，注重发展农业，深得百姓拥戴，有“教化大

行，飞蝗不入境”之誉。

而且在任内，对芜湖名胜古迹，多加保护修葺，

据传“芜湖八景”，是其在任时所形成。对每景都题

有七律一首，常游“荆山寒壁”，因与家乡荆州的荆山

同名，所以其有“三年楚客江东寓，每见荆山忆故乡”

之句。

离任时，对芜湖依念绵绵。后人将荆山之水取

名“欧阳湖”，简称“欧湖”，以志纪念。

欧阳湖路：
历史学家的荆山之念

程士范路：
铭记淮南铁路的“当家人”

云从路：
姑孰画派的芜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