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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百“姓”新春吉祥

在洛阳这座现代化的都市，老城人的生
活是那么的独特，步履从容，节奏缓慢，最让
人依恋的，是这里街坊邻居亲如一家的人情
味儿。

大年初一上午，我们来到“寇氏昆仲”寇北
锁、寇北辰居住的老宅子——中和巷6号，一
大家子的人全聚齐了，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洛阳书画院副院长、知名画家寇衡先生
说：“像我们住的这种老宅子，周围都是几代的
邻居，有的关系真是跟亲人一样。我们小时
候，过年时成天窜着玩捉迷藏，到谁家门口，根
本就不用敲门，直接跑进去，随便钻进哪个屋
子，找一个地方就藏起来。这种邻里亲如一家
的亲密劲儿，在现代都市里已经很难见到了。”

寇家是当代洛阳的书香名门，所住大院
也是明末一位尚书的宅邸中的一部分。原
宅现被分为四处，寇家占其中一处，据说曾
有文史学者认为，他们家曾是周南驿旧址。

寇家隔壁的人家姓王，院子里有棵石榴
树，估计有两百多年了，至今每到时节，还能
结出石榴。

■特别提醒
河图网是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专

业图片网站，拥有数万张珍贵图片，包括洛阳
历年发生的大事件新闻图片、大量洛阳历史
资料图片和洛阳各类人文风光图片。如果您
想了解“老城百‘姓’新春吉祥”活动的更多
情况，请登录河图网（www.hetuwang.
com）经典洛阳栏目“百年洛阳”专题，更深入
地了解本次活动，欣赏精美的活动照片，通过
美丽影像见证“美丽新老城”的诞生全程。

□记者 忻尚龙 程奇 通
讯员 黄笋/文 记者 高均
海 实习生 上官高翔/图

在老城走访各种
古宅深院，文化味儿、
喜庆年味儿和饭菜香
味儿构成了别具一格
的老城味儿，为即将出
现的“美丽新老城”，奠
定了源远流长、特色独
具的浓郁底色。岁月
积淀下来的老城味儿
有多浓郁？

文化味儿：史家大院历经沧桑，气度犹在

文化味儿最浓的，还是史家大院。
正月初四，我们走访了史家大院。史家大院位于

老城区西南隅，是洛阳所存最大的明清私家宅院。占
地面积两千多平方米，坐北朝南。

据史氏后人说，他们祖上原为清代一名武将，于
清道光、咸丰年间在洛阳为官，后来营造宅第，遗存至
今。大院宽30米，深80米，房屋76间，还有一个私塾
院。临街10间，过厅20间，上房10间，对厦36间，大
门建于临街房正中，青砖青瓦，梁柱彩绘，方砖铺地，
青石台阶，院院相连，好不气派。

目前，除40间房屋保存较好外，其余房屋均残破
严重，院内还搭建有10余间现代临时建筑。今日大门
的位置处于一个羊肠小道深处，若不是有人指引，外
人恐怕很难找到。

走进大院，一排排老屋映入了我们眼帘，斑驳的
墙壁，陈旧的木门，木门上锈迹斑斑的铁锁，无不诉说
着大院往日的热闹和今日的落寞。老式的屋檐破损
了不少，不再“耀武扬威”，就连屋顶上的片片青苔，也
懒得去整理那渐老的衣冠。房顶唯一一个现代化灯
泡，外面的铁皮罩子都被侵蚀风化得如同蜘蛛网一
样。如今的史家大院，如同一个落寞的贵族，气度犹
在，衣着寒酸。

史家大院的房产证上，有十几户人家，但现在只有
71岁的史天顺和他68岁的老伴俞葡萄住在这里。史
天顺的孩子大多住在涧西，也有人在外地，孩子们平时
工作忙，偶尔中午回来一趟，晚上很少在这里住下。

这个大院不通暖气，尽管烧有煤火，但记者在屋
里仍能感到一丝寒意。“如果让您搬出去住楼房，您愿

意吗？”记者随口问身边的俞葡萄。
俞葡萄说：“如果不要钱，又让我住好房子，我当

然愿意了。”
这一天回到大院过年的还有史天顺8岁的孙子和

6岁的孙女。在聊天中，记者了解到孩子们对于这个
颇有历史价值的大院，似乎都不感兴趣。

往大院往深处走，史天顺指着一座屋子说：“这房
子的墙，厚着呢，有一米五！当年日本人扔炸弹都没
炸透！”

记者四处转了转，看到院子里的台阶和门槛的确
不少，台阶基本都是石头做的，雨雪天势必湿滑，上了
年纪的人住在这里 ，确实不太安全。至于屋内，只有
一扇窗户，还基本晒不到太阳。

正说着，记者在这座百年老宅中，听到几声婴儿
的啼哭声，清脆悦耳。

“隔壁最近有人生了个娃娃。”史天顺解释道。

生活味儿：74岁老太太
攀爬陡梯行动自如

正月初四，我们来到东和巷一户人家，
这家是自己盖的两层楼，既不是名门大户，
也不是古宅深院，但这里的老城味儿，一点
儿也不淡。

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叫邓宝红。早些年
他们住在中州路上，后来中州路扩建，他们
搬到了这里。

这户的院子分前后院，加一起有300多
平方米。从二楼上到天台只有一个宽度不
足一米、高约两米的木梯，而且很陡，几乎和
地面垂直。就是这么一个小梯子，年纪轻轻
的记者爬上爬下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
邓宝红的74岁的老母亲韩秀荣，攀爬陡梯
如履平地。面对记者的诧异，老太太笑呵呵
地说：“没事儿，习惯了。”

“您年龄大了，每天上下这种楼梯多不
安全？”记者还是不放心，走过去扶着老太太
的胳膊。

“这儿，是我家啊，早就习惯了！”老太太
笑呵呵地说。

记者跟随老太太一起爬到天台，见到
天台中央还有一块用砖头围起来的菜地，
里面种的青菜苗已经露出了头。走到天台
边缘，能看到不远处文庙的绿瓦，和周围一
排排民房。

俯视隔壁的红砖小巷，几位老人坐在太
阳下打牌、抽烟，一条黄狗来回溜达。

邓宝红门口这条巷子特别冷，一步拐进
来，就明显感觉温度低了好几摄氏度。一位
老城人告诉记者，这里以前还是挺暖和的，
但是周围新盖的房子很多都违规，高度超出
规定好几层，结果把光线全挡住了，所以这
条巷子一年到头都晒不到太阳，当然冷了。

人情味儿：孩子们捉迷藏，
邻居家屋子随便钻

岁月积淀，
老城味儿有多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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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锈迹斑斑的灯见证了大院的沧桑

西大街大红灯笼高高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