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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寿宁”，是指宋太原城东门正街最西端的寿宁坊；东“朝曦”，则是其街最东端的东城门——朝
曦门。没有这一西一东的“坊”和“门”，东门正街的城中方位和街之长短，便失去了地界标识，无法确
认其址；说东门正街与钟楼街是一脉相承，是钟楼街之滥觞，是一条千年之街，是一条历经千年沧桑
而长短宽窄几近原貌的古街，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西“寿宁”
先说西“寿宁”。关于寿宁坊

的记载，史料还是比较丰富的。
《永乐大典·太原府》是这样记载
的：“宋坊名，东门正街，北第一
(坊)寿宁坊，南第一(坊)迎福坊。”
在其《太原府·院》中又载：“寿宁
广化院，在府东门正街北第一寿
宁坊。宋端拱二年额。有宋真宗
所撰《太宗御书颂碑》，碑阴列其
目焉。又有端拱中建院碑。宋世
尝以书赐，今已不存。”

在《元一统志》中，也有寿宁
坊与寿宁寺的载述：“寿宁寺，在
寿宁坊街东，金天会中重建。宋
大中祥符四年(1011)，太宗（真宗
之误）御制、御书。”明万历《太原
府志·古迹》载：“寿宁寺，察院西，
宋大中祥符年建。有真宗御制碑
记，字多剥落，俗呼打钟寺。”清道
光《阳曲县志·舆地图上》也载：

“寿宁教寺，在臬署西，宋大中祥
符年建，旧有神宗御制碑记。国
朝康熙年间，按察使岳岱重修，又
增建千佛阁。”

通过上述出自宋、元、明、清
数代的古文献和地方志，关于寿
宁坊、寿宁寺的史料，可以看出，
明代扩建太原城之前，这座宋建
之城在金、元两代，几乎没有大修
葺的记载，只有一载是金代对寿
宁坊中的寿宁寺进行了重建，而

且告诉我们寿宁坊中有一
条南北向的坊街，寿宁

寺在其街之东。金代
重建寿宁寺时，寺

中的大中祥符四

年宋真宗御制碑还存在尚好。
明初，寿宁坊已经完全不存

在了，寿宁寺却依然如故。此时，
那块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四年御制
之碑，碑虽在，碑上文字已经剥蚀
严重。上述之史料记载还告诉我
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此时的
寿宁寺，还有一个至今让太原人
记忆犹新的名字“打钟寺”(后文
再述)。

到清代中叶晚期，寿宁寺的
寺名又加了一个名字，叫做寿宁
教寺，此时，那块宋代大中祥符年
真宗御制碑，剥蚀到字迹漫漶，让
时人把宋真宗御制碑误识为“宋
神宗御制碑”了。清人的记载向
我们展示，明亡之后，清军入关，
清王朝国运上升时期的康熙年
间，山西提刑按察司使汉官岳岱，
对寿宁教寺情有独钟，自出资金
重修寺宇，并增建了千佛阁。这
个千佛阁在清代保存很好，到道
光年间打钟寺庙产商家化，辟建
为商市之初，千佛阁仍然香火不
衰，直至民国中叶辟建为剧院，就
是在改革开放前仍然存在的那座

“大中市剧场”。

东“朝曦”
再说东“朝曦”。宋建太原城

的四座城门，北门名怀德，西门名
金肃，南门名开远，东门名朝曦。
但后来的《永乐大典》却载为“东
曰朝曦，西曰保德，南曰太平，北
曰怀仁。”其中，除东门名未变，仍
名朝曦，西门由金肃改为保德，南
门由开远更为太平，北门由怀德
改为怀仁，至于为什么西、北、南
三门更名，东门却始终未变，因与
本文无关，不去追究。

宋太原城朝曦门，门外为东
关城，大城与关城间有护城河，河
上有吊桥，称桥头，门内即为东门
正街。朝曦门是宋太原城地势最
高处，登门楼西望，太原城一览无
余。东关城外之南，有一土丘，是
东关城的天然屏障，几与关城同
高。此土丘东北高西南低，高处
小峰耸立，犹如鸡首。每日朝阳
初升，光披鸡首，金灿灿土丘与旭
日下的朝曦门楼相互映衬，土著
呼此景为“金鸡嘶门”，于是这个
土丘有了个雅称“金鸡岭”。金鸡
岭西坡之下便是太原护城河的最
宽处，由于东临金鸡岭、西凭太原
城东南角，所以水面很宽。从吊
桥桥头至城东南角，几为一片湖
泊，太原人称之为护城海子。更
因其在城东南之巽方，文人墨客
便称其为“巽水”，所谓“巽水烟
波”之景乃指此处风光。无战乱
的和平时期，这丘金鸡岭，这片巽
水池，就是城中士民四月踏青、五
月戏水、六月垂钓、七月避暑、八
月赏月、九月登高的好去处，声名
几与城西之“柳溪”相近。而东门
正街，便成为城中出入、人烟最为
熙攘的便利通道。

太原城中父老代代相传，从
当年的东门城门楼向西看，东门
正街西头有两座寺庙，街北的寿
宁寺，寺中最高的建筑是钟楼；街
南的迎福寺，寺中最高的是唐明
楼，所以当地百姓也称迎福寺为
唐明寺，是唐明古镇上最古寺庙

建筑之遗孑。过往都以为这是一
个民间传闻，未必是真有此寺，它
只是老太原人的一种乡愁寄托。
本次写这个史话，细阅史料时，竟
意外地在《永乐大典·太原府》见
到了一句短短的史载：“迎福院，
在府东门正街南第一迎福坊，唐
开元二年额。人谓之唐明寺。这
则史料也可以证明此寺为唐明镇
遗物，最早得名于唐明镇。可见
民间的传闻，虽不能算作正史，但
其中有很多是真实历史的影子。

明初，为防止北元势力南侵，
朱元璋封三子朱棡为晋王，屏藩
太原。在就藩之前，先派永平侯
谢成来太原建晋王府邸。谢成先
建晋王府于太原城外的东北隅，
继扩建宋、金、元以来的太原城。
当年的朝曦门、东关城厢圈入太
原城中。东城墙北段被利用做晋
王府城西垣，南萧墙以南段到东

南城角，包括朝曦门、东关城，悉
数被拆。东门正街东端的朝曦
门，从潘美建城到谢成扩城，在这
块土地上屹立了386个年头，至
此寿终正寝，化为明太原城中的
一条街巷，初起名时叫做龙虎街，
因为当年潘美建成城后，宋太宗

曾由朝曦门入，直至寿宁坊、寿宁
寺，赠书，刻石，制碑。明逐元军
克太原，明朝最著名的大将军常
遇春又由此门入太原。宋朝的真
龙天子是龙，明朝的大将军是虎，
这一龙一虎，都是从城之朝曦门
而入，都是太原改朝换代中的大
事，所以，这条由朝曦门、护城河
桥及东关城等演变的街道，就得
名为龙虎街。原护城河桥头的吊
桥，改建为永久性的石板桥，成为
龙虎街上的一个特别景观，因而
城中百姓都以多年用惯的老地名

“桥头”，称此街为桥头街。久而
久之，桥头街名越叫越响，龙虎街
名却被淡化，鲜为人知，成为地方
志乘中一个记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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