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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公和桥是非常有特点
的双层桥，上层走车、下层走人、地面跑
火车，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
了功能上的需求。而且，一座桥跨越了
沈阳铁西、和平、皇姑三个行政区，是名
符其实的城市枢纽。

推荐人：桥梁设计专家古秀丽

“沈阳十大桥梁”

百年前的老天桥变成如今公和桥 一桥跨三区

老桥是回忆 新桥是便利

沈阳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穆凯

爱沈阳的曲艺相声文化

“曲艺界的老先生们，大多与沈阳有着各种
联系。评书界单田芳先生，他家原来就在沈
阳。而我的老师田连元先生，在沈阳居住多
年。”穆凯说。沈阳曲艺艺术从古至今，有相声、
评书、大鼓和二人转。“据文献记载，在清朝早
期，沈阳故宫里就有说书人，当时给皇太极说的
书是《三国演义》。”

清朝中后期，从天津、北京来到沈阳不少艺
人。这种流民文化，更加直观展示着艺人们的
艺术才华。民国时期，又有很多艺人来到东北
大地，他们第一个落脚点就是沈阳。穆凯说：

“沈阳当时就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很多
闯关东的人，都想在沈阳挖一桶金。沈阳就成
为相声评书艺人们展示才华的首选之地。老北
市有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也有不少相声评书
艺人们在此献艺。”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曲艺艺术得到蓬勃发
展，相声大鼓都创作出很多新作品。沈阳有一
段著名相声叫《社会主义好》蜚声全国。国内流
传着“新相声，听沈阳”的说法。

穆凯向记者回忆说：“那时候我还在上
学，高中毕业时正好赶上沈阳曲艺团要招学
员。1997 年，我考取了沈阳曲艺团学员班。
我师从孙伟学习相声。这时候全国相声不是

很景气，全国相声从业演员人数也比较少。
北京从 2005 年就已经开始小剧场的相声演
出，但沈阳始终也没有。在 2010 年，我想到相
声还是应该回归剧场，直接面对观众，让观众
们审视相声是否让人喜欢。正好我的朋友也
找到我，跟我说能不能在小剧场、茶馆里搞一
场相声晚会，我们就开始尝试创新，在茶馆里
边说相声。”

德泰轩茶馆是沈阳的老字号，也因为曲艺
相声焕发青春。这家老茶馆聚集了新曲艺力
量，也吸引了不少热爱曲艺节目的观众。经过
十余年发展，那时的观众不少已经变成演员。
2013 年，沈阳成立第一家曲艺相声社团——鑫
荷相声会。此后会友曲艺社、六合社等新文艺
组织陆续诞生。

穆凯说，沈阳相声与天津、北京表达含蓄的
相声有所区别，特点是“大开大合”，符合东北人
的性格与喜好。沈阳相声在历史上也出现了很
多名家，范伟、巩汉林等都曾经是沈阳曲艺团的
优秀相声演员。沈阳年轻的相声演员得有上百
人，既有沈阳曲艺团的，也有民营社团的。迄今
为止，沈阳已经有9家曲艺相声社团，遍布沈阳
各区，可以说遍地开花，越来越多年轻人到茶社
欣赏曲艺节目。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康科峰

穆凯演出照。

名称：公和桥
通车时间：2003年7月1日
桥梁位置：位于沈阳站以北
老道口，和平、铁西与皇姑 3
区交界处

桥梁规模：桥体长235米，东西两侧匝道
各长220米，高差11米，桥梁面积为2.5万平方
米，上层桥面全宽32米，双向6车道

桥梁
档案

上世纪初，沈阳老道口架起一座天桥，在经
历了近百个春秋后走下历史舞台。2003年，一
座崭新的公铁桥拔地而起，在铁西区、和平区、
皇姑区交界处，一桥跨三区。

根据此前报道，曾经的老道口天桥，始建
于一百多年前，分别在 1926 年和 1983 年进行
过扩建和维修。到本世纪初，因年久失修、破
损严重全部拆除。

后来，在原桥的北侧，重新建设了横跨沈
阳站14条铁路线路的新桥，于2003年7月1日

建成通车。新的公和桥在建成当时，是国内宽
度、跨度比最大的单索面斜拉桥。

“小时候，爸爸总是推着自行车载着我走过
老天桥，现在，我每天上下班都开车从桥上过”，
在市民周先生的心中，老桥是回忆，新桥是便利。

除了便利，公和桥更为外形朴实的东西快速
干道增添了一道景观。公和桥主桥体上方，由主
塔和64根斜拉钢索组成的大三角形立面，如一把
巨大竖琴，在清晨黄昏时分伴朝阳与落日出镜时
别有一番美感。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读这篇作文仿佛亲赴早市！文字
生动鲜活，有着强烈的身临其境感。
小作者具有极强的观察力，以非常质
朴而生动的语言描绘出一座城市早市
的热闹繁华，也描绘出城市中人们生
活的幸福和对幸福的追求。中学生的
写作就当如此源于生活，就当如此善
于发现生活之美。

点评教师:文季

李宛豫 沈阳市第126中学初二年级

遂川路的清晨
隐没于市井街衢的遂川路，在繁华的

沈城寻常普通，甚至有一点落寞萧索。但，
清晨，连续 37年的清晨，遂川路总会于启明
星下第一个醒来，带着市井人家的烟火气，
叫醒整座城市的车马喧嚣。

清晨，才是遂川路的灵魂！晨光熹微，
万物静肃，古老沈城的第一个早市——八
一早市，就在此时此地，开张营业。仿佛一
个沉寂的海滩，忽然钻出无数的招潮蟹，殷
勤热闹地赶走了一整夜的寂寞。

披星载月，第一批抵达这里的当然是早
市的商贩们。货车、三轮车、手推车，大大小
小的白色保温箱、长长短短的木板支架、花
花绿绿的招牌幡旗……纷繁急切也按部就
班。斯须，整条街的两侧已是摊位林立、幡
旗招展。

绿莹莹的蔬菜钻出了白色的泡沫箱，
欣喜地沐浴着晨风；水灵灵的鲜果整齐
列队；鲜活的黑鲤鱼在艳红的塑料盆中
悠游自在；泛着亮光的大海虾在透明的
晨光中熠熠生辉。电动小石磨转动，大
团 的 芝 麻 酱 带 着 浓 郁 的 香 气 拼 命 挤 出
来；早餐点开始埋锅造饭，一根根笔挺的
大油条噼啪带响地从油锅里跳出来……
活色生香的清晨，在遂川路上开始了。

朝墩明丽，空气里透着新鲜的晨光。先
期赶来的一定是爷爷奶奶。奶奶们有说有
笑地开始了精挑细选、锱铢必较。爷爷们大
体都是独行侠，先搞一碗豆浆、馄饨，再来些
许油条、烧饼，早餐的幸福只求新鲜味美。
早市的摊贩对爷爷奶奶们也是分外殷勤，足
斤足两还要再添送些许。

小汽车的发动音由远及近，叔叔阿姨们
开车赶来。这里的热络的烟火气是清晨的
诱惑。年青人大都不会斤两计较，他们还会
爽利得不要找零。

从蔬菜水果到生猛海鲜，从日用百货到书
报杂志，遂川路的清晨物品丰富，海纳百川。
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于这里集结，又从这
里出发。清晨八点，商贩们带着清晨辛苦劳作
的收获，也带着美好的期许离开。顾客们也带
着大大小小的提袋踏上归家之途，这提袋里装
着全家的餐桌，也装着餐桌上的欢声笑语。

太阳还在自顾自地挥洒着青春的光芒，遂
川路已停止了喧嚣，回复一整天的低调宁静。
明天清晨，遂川路依然会烟火十足，活色生香。
因为它所在的城市、它所在的国家，富足幸福！

横跨铁路的沈阳公和桥。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