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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当家业传至何老先生父
亲这一辈时，尽管日子已略有
起色，但作为家中唯一的男
孩，何老先生的父亲何建钧还
是12岁便到北大街的懿文斋
学习揭裱字画。

懿文斋是晚清北京著名的
印纸类斋号，在行业中久负盛
名，当时在洛阳开有分店。揭

裱是指已经装裱过的字画因年
代久远，对其重新装裱的一种工
序，因其技术复杂，一般的装裱
师傅若未经专业训练，稍不小
心就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何建钧在懿文斋苦心学
习，19岁便出了师。他技艺
高超，不仅普通百姓愿找他揭
裱字画，就连吴佩孚、卫立煌

驻扎洛阳时，都派人请他到兵
营揭裱字画。

解放后，卫立煌还专门发
函举荐何建钧到故宫博物院
工作。因何建钧的母亲身体
不好没能成行。20世纪70年
代，故宫博物馆也曾来信询问
何建钧的情况，而何建钧早在
1962年即已去世。

吾母冯梅茹，平
乐郭氏正骨第五代传
人，洛阳中州医院骨
科专家，于2012年 4
月22日去世，享年93
岁。定于 2013 年 4
月16日8时整在邙山
塔陵园公墓与吾父郭
春园合葬。特通知吾
母生前亲朋好友届时
参加。
子女：郭玉凤 郭玉龙

郭玉焕 郭玉苗
郭维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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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大院：曾经深阔的富豪宅院

□记者 山军伟 文/图

“何家大院位于仙果
市街 45 号，现占地面积
近500平方米，除上房保
存较为完整外，其余大
多坍塌。据房主讲，大
院大门原先位于农校
街，沿轴线向后至里仁
巷口，由此可见，大院占
地 应 为 1500 平 方 米 。
从现存面阔五间的残垣
断壁、明清式厅房、进
深十几米的大套院推
断，当年何家大院为富豪
宅院。”

——摘自《洛阳市
志·老城区志·百年老院》

何家大院究竟建于哪一
年，由何人所建……对于这些
问题，由于时间久远，居住在
大院上房的何老先生也不知
道，他只记得父亲给他讲述何
家曾经的辉煌时，哼唱的一首
小曲：何家中，何家中，何家门
前挂俩纱灯……

近日，记者骑车来到仙果
市街45号，这里便是小曲中

的何家所在地——何家大
院。与周遭的红砖房屋相比，
现存的何家大院尽显沧桑。

宽约1米的青砖门框没
有大门，门南侧院墙及临街房
屋几乎全部坍塌，唯有因地面
抬高而相对降低许多的青石
门础，及进门后脚下那块被磨
得发亮且满是伤痕的青石板
证明着这座大院曾经的辉煌。

进大门右拐，沿路走几米
进入一个小门，一个幽静的院
落便呈现在眼前。与大门口
的颓败相比，院内略显现代气
息，几处红砖房屋夹杂在青
瓦黄胚之间，零散分布在进
深十几米的套院内。院内几
棵刚吐出嫩芽的小树为这座
青灰色的古老大院增添了一
抹亮色。

何老先生今年70岁，是
目前住在院内辈分最长的。
他的弟弟何嘉升亦在大院生
活了 28年，后移居涧西区。
除何家兄弟外，何家大院其余
的后人已难以联系上。

根据记忆及留存下来的
一些实物，何家兄弟为记者讲
述了这座大院的历史。

何嘉升回忆说，他的曾
祖父是晚清的举人，家世显
赫。何家曾经的大门也不是
现在位于仙果市街的这个小

门，而是位于农校街，门庭高
大宽阔，门前有上马石和举
人旗杆。

“听我母亲讲，那俩红纱
灯上写着大大的‘何府’二
字，离很远都能看见。”何老
先生说。

现在何老先生能回想起
的关于大院最早的事，是他爷
爷那一辈的事。当祖上的家
业传至何老先生爷爷那一辈
时，何家的家境已大不如前。
何老先生的爷爷兄弟12个，

个个都得靠自己的能力养家
糊口。

何老先生的爷爷何照然，
是一名私塾先生，在何家大院
西侧的跨院教学生读书写
字。现存仙果市街的何家大
院大门在当时即是西侧跨院
的大门，当时被称为侧门。

何照然的11位兄弟，也
都有各自的事业，卖中药材
的，开金铺的，卖布的，卖馒头
的，做官的，这一干行业中都
有何家的人。

何老先生从二楼里屋
抽屉里小心翼翼取出一件
用纸包裹了好几层的东
西。打开一看，竟是4块薄
薄的玻璃底片。

玻璃底片是胶卷的前
身，以前曾被广泛使用。

据《洛阳市志·商业·照
相业》记载，洛阳照相最早
出现在1915年。早期用的
版叫干版，即玻璃版，后逐渐
被胶版代替。现在市民家中
存有的玻璃版已不常见。

何老先生保存的这些
玻璃底片都是一样的尺寸：
长10.5厘米，宽8厘米，厚
0.1厘米。阳光映着，底片
上的内容清晰可见。

一张是一位身着花上
衣双手下垂的年轻女子，女
子戴着长耳坠，右手拿着一
件类似布料的东西，笔直站
立；在另一张底片上，这位女
子便跷着二郎腿，和一名少
年分坐在摆着花的桌子两
侧，少年戴着帽子，左手拿着

一本卷起来的书；还有一张
年轻男女合影最为珍贵，俩
人并排站立（图①），相距约
一人距离，男子双手自然垂
下，女子双手挽于腹前，底片
左上角是一块竖写的繁体
招牌，上书“字画锦绢”。

何老先生解释说，玻璃
底片上的年轻男女是他父
母，戴帽子的少年是他亲
戚。字画锦绢是指字画是用
锦绢装裱的，表明他父亲从
事的是装裱行业，且装裱得
非常好，是用锦绢装裱的。

那么这几个字为什么
会出现在这张玻璃底片上
呢？何老先生分析有两种
可能，一是这张照片是在父
亲开的石印店内拍摄的，

“字画锦绢”是店内的广告
招牌；二是这几个字是后来
粘上去的，因为从底片看，这
几个字明显比后面的东西大
一点。而这张玻璃底片又恰
巧在这几个字的上端少了一
块，难以看出原委。

何家大院上房二楼角
落里摆有一把缺了一边扶
手的太师椅（图②）。椅子
样式古朴，厚重结实。高
120厘米，宽50厘米，重约
7斤，扶手高15厘米。何
老先生说，这把椅子距今至
少有200年历史了。

20世纪40年代，日军
轰炸洛阳，何家大院因此遭
殃，家里的清代顶子床、楠
木桌、穿衣镜等悉数被炸
坏，这把太师椅也没能幸
免，右边扶手被齐根炸断，
至今未能修补。

而何老先生的父亲还
亲眼见过炸弹在眼前炸开。
1941年，何建钧路过青年
宫，正遇上日军轰炸洛阳。
何建钧和一个卖鱼的一起跑

着寻找藏身的地方，一发炸
弹落下来，卖鱼的当场被炸
身亡，人肉夹杂着鱼肉，四散
乱飞，溅得何建钧满身都是。

建国后，何家大院因宅
院深阔，曾被多次作为各种
运动场所。何家后人也越
来越多，大院已难容下，最
终先后搬离了大院。“文革”
时期，何家家谱被毁，至今
难以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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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至今，何家大院
出过的名人屈指可数，较为
出名的是20世纪40年代
担任洛阳县安国镇镇长的
何幼峰，他是何老先生六伯
父的儿子。

何老先生称，当时他还
小，只记得何幼峰每次回家
都有两名勤务兵跟着，很是

威风。何幼峰字也写得很
好，洛阳解放后，他即以卖
字为生。

何老先生说，中国一拖
建厂时，曾请何幼峰前去题
写厂名，何幼峰要价8元一
个字，中国一拖嫌贵而放
弃。何幼峰后移居郑州，20
世纪60年代在郑州去世。

一字8元，何幼峰“叫板”中国一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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