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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洛阳传统村落 】
近日，河南省首批传统村落名录公布，洛阳有17个村落榜上有名。这17个村落或建筑风格

独特，或文化内涵深厚，均有不可复制的历史记忆。记者将带您一一探访它们的“前世今生”。

前
世

卫坡村位于孟津县朝阳镇，因卫氏家
族聚居而得名。

清顺治年间，卫氏先祖初迁此地，“一
担两筐，人不过十口”，数代之后，渐成一
方望族，开始精心营建私宅。如今的卫坡
村古民居尚存16座200余间，均建于清代
卫氏家族兴盛时期，各种木雕、砖雕、石雕
等尤为精美。

□记者 张广英 特约记者 郑战波 文/图

卫坡村：
时光雕刻的古雅之美

一家两祠堂
卫、魏曾不分

今
生

修旧仍如旧
古宅幽且美

十年前，一场秋雨过后，卫坡村古民居风雨飘摇，
亟待保护，记者曾为此专门到村里采访。“当时你们给
我的名片，我现在还保留着，都泛黄了。”卫兆丰说。

如今，卫坡村古民居正进行开发保护，开发管
委会主任就是卫兆丰。“两条街上的16座200多间
古民居，一部分已着手修复，原则是修旧如旧，保
持原貌。”他说。

在古民居东头的北祠里，放着两具棺木，是一
年前建村民安居房时挖出来的。“这是一对父子，
骸骨已重埋地下。”卫兆丰说。虽距今已200多
年，但父棺上的小字“敕封武略骑尉魏公……之灵
柩”等仍清晰可见。

武略骑尉是清代武官名，正六品。卫坡村的卫
氏家族中，当年出了不少武官。如街北从东数第二
座古宅，院内花木扶疏，清幽雅致，正屋门上悬着

“望重折冲”木匾，落款为“守御所千总魏尚卿立”。
“这是同邑进士张玉麒送魏尚卿的。折冲也是武官
名，相当于现在的团长或营长。”卫兆丰说。

卫坡村古民居多为三进、五进的深宅大院，木
雕、砖雕、石雕、彩绘等极其精美，即使堆在角落里
的破旧木门，上面也有雕花令人眼前一亮。主人
的经济实力和审美意趣，由此可见一斑。

“你看这家门楣上的匾额，‘卤园翰墨林’，有
意思吧？卤为蠢笨之意，看似自谦，实则自负。还
有一家是‘谈笑有鸿儒’，下句不用说，谁都知道。”
卫兆丰说。也有直白的，比如一座正在重修的宅
院，门上刻着“祝三多”，“三多”的意思很简单：财
多福多子孙多。

北祠前有一座教思碑，是1940年人们为卫作
霖所立的，他一生教书，是卫家最后一名秀才。街
东边有一棵老槐树，已在这里站了450多年，为人
们遮风挡雨……卫坡村的美“内外兼修”，透着古
雅，是时光雕刻出来的，需要我们慢慢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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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坡村，又名卫家坡，是卫氏家族聚居之地。它
地处孟津县朝阳镇西南部，距洛阳市区只有数公
里。由于交通便利，名气又大，卫坡村古民居早早就
受到了世人的关注。

“这些年，到这儿来看古民居的人多了，给我留
的名片就有一沓子。”74岁的卫兆丰说。他是卫坡
村古民居的一部活字典，对村里那些古碑、匾额及家
族历史十分熟悉。

据卫坡村《卫氏家谱》记载，卫氏祖居山西阳城，
明洪武年间避乱迁居河南济源。清顺治年间，卫氏
第七世天禄由轵城镇迁至洛阳，遂成卫坡村的卫氏
始祖。

卫天禄初来时，“一担两筐，人不过十口”，住在
村西沟半腰的3孔土窑里，背靠邙岭，面向小河。经
过数代打拼，到清嘉庆年间，卫氏已家道殷实、人丁
兴旺，有土地3万余亩，成为中州望族。

“整个清代，卫氏家族出仕者有近百人，最高是
四品的五城兵马司。七品以上官员有26位，还出过
4位诰命夫人。”卫兆丰说，到咸丰年间，卫氏家族逐
渐衰落下来。村里现存的古建筑，均建于清乾隆、嘉
庆、道光年间家族兴盛时期，距今已200多年。

令人奇怪的是，在《卫氏家谱》及古碑、匾额中，
所涉人名多姓“魏”而非“卫”，这是怎么回事？

“魏、卫不分，由来已久，这里有个缘故。”卫兆丰
解释说，到卫天禄的孙子辈时，卫家开始发达。当
时，洛阳知县魏襄与卫家书信往来时，误将卫写作
魏。由于魏、卫同音，卫家坡又在北魏孝文帝陵墓
附近，且是魏紫牡丹发祥地，卫氏族人便未加更
正。后来，无论官场往来还是朝廷诰封等，便都用
了“魏”字。

清光绪年间，卫家人曾决心恢复卫姓，但魏、卫
仍混用。最初的魏氏祠堂建在路北，复卫之后，他们
又在路南建了一座卫氏祠堂，南北两祠同时供奉，成
为一种奇特的现象。

“身份证用魏，户口簿用卫，孩子们上学都不方
便。”卫兆丰说，村里为此强烈要求复卫，20世纪末，
村名终于确定为卫坡村，人们身份证上的“魏”也统
一成了“卫”。不过，村边那座2006年立的河南省文
物保护标志碑上，仍是“魏家坡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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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望重折冲”匾额的院落

“望重折冲”匾额

随处可见的木雕

古宅重修

修缮后的古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