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岁月的流转，有些路，不仅是城市的脉络，更是时代的印记。在很多城市，都有一条“解放

路”，它们见证了民族的复兴，承载了人民的梦想和人们对自由与进步、和平与繁荣的向往。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南国都市报推出“晒晒咱的解放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系列报道，带你寻访海南的“解放路”，听听人们讲述他们对解放路的回忆和故事，感受

“解放路”的时代气息，寻访家国巨变在这条路上留下的印记和传奇。

晒晒咱的解放路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75周年系列报道周年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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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西路
老海口的购物天堂

20世纪60年代后，解放西路随之发展起来，工人文化宫、百货

大楼、邮电大楼、新华书店等现代建筑迅速拔地而起，形成海口的文

化、商业中心。

那时，海口的街区没有现在这样多样化，老海口人都习惯到解

放西路品美食、买服装、买图书，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等，解放路上

的百货大楼、工人文化宫每天人潮涌动。

海口百货大楼建设于20世纪60年代，是海口第一家百货大楼，

也是当时海口规模最大的商场，一度带动了周边商业的发展，并形

成早期的解放路商业圈。“那时海口的建筑物都比较低，海口百货大

楼不但比其他建筑高，还很气派。”家住解放西路的陈晓女士说。

说起解放西路上的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家住海口竹林社区的60

岁老人黄烨侃侃而谈，“那是一栋5层建筑，‘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

几个红色大字，在白色的外墙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黄烨说，海

口市工人文化宫建设于解放初期，那里不但会定期举办各种展览，

工人文化宫里还定期表演琼剧、粤剧、杂技等。

海南本土著名作家、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曾万紫，出生在

海口老街里，去年她专门出了一本新书《我家住在解放路》，分享她

对解放路最初的记忆。“海口百货大楼是大家都向往的购物天堂，工

人文化宫是大人们茶余饭后‘扎堆’的地方，热闹非凡。”曾万紫说，

她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解放西路的新华书店，那里曾经是她上

学放学必经之处，那时只要有零花钱，她毫不犹豫地往新华书店跑。

海口解放路上有一所年代久远的小学——海口市第九小学，创

办于1945年，迄今有70多年历史，曾万紫当年就在该学校读小学。

她称，当年海口市第九小学的教育走在最前端，是海南最早一批开

通英语教学的学校。随着城市发展，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海口的宽

敞马路越来越多，解放路等老街区显得更古朴了。“虽然是一条老

街，却充满着勃勃的生机。”这是很多游客对海口解放路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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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于解放初期，一栋5层建筑。以前，这里会定期举办各种展
览，以及定期表演琼剧、粤剧、杂技等。

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海口第一家百
货大楼，也是当时海口
规模最大的商场。

创办于 1945 年，
迄今有79年历史，是
海南最早一批开通英
语教学的学校。

2020年，中共琼崖第一
次代表大会旧址经过保护性
修缮重新开放，这里迅速成
为热门“打卡地”。

它已经超过70
岁了，在这里，一张
张泛黄的老照片，
刻录着昔日老海
口人的故事。
它周围的店铺
都在变，就它
依然还在。

和平电影院
海口最老的电影

院之一。在娱乐活动
匮乏的年代，和平电
影院每天门庭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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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解放东路从新华路
向西延至龙华路，这段长730米的
道路被称为解放西路，沿街建筑大
多为时尚的现代建筑风格。这里
是海口的文化及商业中心，是海口
的繁华街区之一。

随着时代发展，海口解放路也焕

发出生机。如今解放路和中山路、新华

路、博爱路等老街区，形成骑楼建筑群，

它已成为海口旅游的网红打卡地。

海口解放东路既具有海南民居的特

点，也有南洋建筑的风格，吸引不少外地游客

前来打卡。

“如今的海口解放西路依然很繁华，这个街区

有商场、学校、书店、红色革命旧址等。”居住在附近

的90后小伙吴文成告诉记者，金棕榈广场招商引进海

底捞、肯德基、库迪咖啡等一些年轻人喜欢光顾品牌，同时

新华书店还经常开展各种新书发布活动，邀请畅销年轻作家

来解放路开展读书见面会，让这条街显得年轻化和更加时尚。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路不仅路名烙有深深的时代印记，街巷里

也掩藏着珍贵的革命遗址，流淌着红色的历史文化，例如位于海口

市解放西路竹林里131号的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简称

“中共琼崖一大旧址”）。2020年，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经过保护性

修缮重新开放以来，这里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每天吸引着本地

市民和各地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每一件文物都是活着的历史，都在讲述着过去不为人知的往

事。”在海口市竹林里生活了30多年的居民李凤告诉记者，政府在

对旧址进行保护和修缮时，也对周边的居民房屋进行了改造，外立

面全部铺上美观大方的灰色瓷砖，整个街巷变得更加整洁、舒适，

迎接着一拨又一拨前来参观的游客。

住在解放路的60多岁的王福花是老海口人，见证了自己身边

这些年的变化：街道越来越繁华，环境越来越整洁，城市越来越漂

亮。他和一帮老友天天喝早茶，下午到海口公园锻炼，生活过得从

容惬意。“生活是越来越好了。”从这位老海口人的笑脸上，可以感

受到海口人心底里溢出来的舒心与幸福。

一条路，就是一部流动的历史。例如解放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以“解放路”命名的道路遍布全国大小城市，几乎每座城市
都有一条这样的主干道。

海南也不例外，海口的解放路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最热闹
的商业街道，这条街记录了不同时期海口人的生活片段，见证海口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

海口解放路分东、西两段，两边建筑风格截然不同，解放东路为
独具特色的南洋骑楼建筑风格，解放西路则是时尚的现代建筑风
格，为何一条街会出现两种风格？ □南国都市报记者陈望

解放东路
海口曾经的娱乐中心

海口的解放路，民国时只有约110米长，时称“永乐街”，1952年

打通至博爱路后命名为解放东路，长268米；1955年，解放东路从新

华路向西延至龙华路，长730米，称为解放西路。如今的解放路，东

起博爱路，西至龙华路，全长998米，以新华路为界，分为解放东路和

解放西路。当年，大量海外华侨纷纷在海口投资房地产，兴建具有

南洋风格的骑楼，解放东路两旁随之修建起错落有致的骑楼，逐渐

形成一条具有的骑楼建筑风格的街道。

在海口老街解放东路，有一栋淡黄色的两层建筑，远远就能看

见门楣上的五个金色大字——和平电影院。和平电影院是海口最

老的电影院之一。海口博爱北路居民李先生是一位“70后”，他告诉

记者，那个年代文化娱乐相对匮乏，看电影成许多人最好的娱乐方

式，当年和平电影院每天门庭若市。

在海口解放东路，有一家“春光摄影室”，它已经超过70岁了，承

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在这里，你能看到一张张泛黄的老照

片，刻录着昔日老海口人的故事，将你瞬间带回旧时岁月。

“我的父母亲曾经是这家照相馆的主人，如今传到我的手中，我

还会继续将它好好地经营下去。”80后的老板邓巍说，解放东路这家

老照相馆几十年过去了，它周围的店铺都在变，就它依然还在。在

很多老街坊的心中，这里也承载了他们的旧时光。直到现在，每年

除夕和大年初一，老街坊们都要到照相馆拍张全家福。

邓巍回忆道，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那一年，来他们照

相馆拍身份证照的人，从店里排到路上。在他的脑海中，当年照相

馆的繁华还依稀可见。

“听老一辈人说，当年的解放东路是海口的娱乐中心，有唱戏、

杂技、猜谜等供人娱乐的方式，吸引众多百姓前来玩耍。”邓巍说。

的初记忆的初记忆

老街居民：
老街越来越繁华
城市越来越漂亮

海口解放东路最早叫“永乐
街”，解放前就存在，是海口的娱乐
中心，路两边的建筑既有海南民居
的特点，也有南洋风格的骑楼。

一条路，浓缩一座城市的历史，承载城市的记忆，见证城市

的变迁，延续城市的未来。在我国，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一条“解

放路”,每一条解放路的命名都承载着当地人民对解放历史的记忆

和对解放军的感激之情。即日起至国庆节期间，南国都市报向全

国网友征集当地解放路最具标志性的风物图片和视频，展现当地

的风土人情和发展情况（包括解放路的旧照片、新照片），以及你

和解放路的故事。

投稿邮箱：ngdsbnews@126.com。（南国都市报记者符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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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海口解放路。（来源广东画报社）

1976年，海口解放西路的百货大楼。（资料图）

如今的百货大楼。（记者陈望摄）

20世纪50年代的海口九小只有2层楼。（校方供图）

修缮后的旧址。（记者陈望摄）

如今的和平电影院。（资料图）

春光摄影室春光摄影室。（。（资料图资料图））

海口解放西路的工人文化宫已经改建为金棕榈商场。 (资料图)

1989年拍摄的工人文化宫。（资料图）

海口解放西路旧照。 (来源海南图片网)

1995年，人们骑行在海口解放路上。 (黄一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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