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14日 星期四 首席编辑 /徐礼军 校对 / 陈治国 组版 /鸽子

C0101

▲

C02版随笔 ▲

C05版连载▲

C03版写手

▲

C07版漫画 ▲

C08版玩吧▲

C06版网事

【娜说河洛】

河 洛

王氏是陈李寨村的大家族，村里一多半人
都姓王，大家端碗饭坐在门口吃，寒暄的都是本
家，上溯五百年，都是一家人。

洛阳解放前，每逢春节，王氏后人都要到村
中的祠堂祭拜祖宗。这个家族不但精修族谱，
续写香火，还有本门的家族徽号。

那徽号猛一看像远古的图腾：黑色的线条，
勾勒出混沌的世界；圈中一人跪拜，擎着斧子。

据王氏后人介绍，这个徽号寓意盘古以斧
开天辟地，先人们靠劳动白手起家，敬的是勤
劳、朴素、自然的生存方式：为工不怕出力，为商
苦心经营，为农适时耕种，为官清正廉明，为民
遵纪守法。各守本分，各尽其职。

王家第十四世孙王瑞，是村里人礼赞的楷
模。王瑞身高体壮，干活不惜力，种庄稼是一把
好手，打的粮食总要比别人多一些。他的老婆
也会过日子，每顿饭都要从量好的米面盆里抓
出一把留到下一顿备用。

民国初年，村民们过着半封闭的生活，进一
趟洛阳城，紧赶慢赶都得一整天。王瑞看到了
商机，便用粮食换回一些日用品，率先在村里开
了一家杂货店。

村里人好烧香拜佛，从外地买香易折断。王
瑞就拜能者为师，用榆树皮做原料，加工线香，方
便村民。每年中秋节，他还亲手做月饼卖。

后人曾拿王家当年做月饼的模子比量现今
的月饼，发现王家的月饼个头儿能顶现在的两
个，可见王瑞为人之厚道。

这么大个儿的月饼，要价比城里还低，仍有
手头紧的穷乡亲吃不起。王瑞说，没关系，您先
赊着，等有钱了再还。

这个杂货店在全村独一无二，而且货真价
实、童叟无欺，因此生意很红火。王家挣了钱，
就盖房置地，家底渐渐殷实起来。

王瑞的儿子王永德继承了家业，也继承了
父亲的诚信厚道，饥饿年月扶危济贫，借出去的
粮食从没让人归还过。

洛龙区档案史志局编纂《消失的村庄》一
书，把王瑞家的故事也写了进去。书里说，王瑞
父子最大的心愿便是家里能出个读书人，改变
祖辈因不识字而受人欺辱的历史。

这个美梦后来成真了：1947年，王永德的
儿子当了教师，成为全村第一个受过正规教育
的教书先生。

有此心愿的显然不仅是王瑞一家。就在王
瑞的孙子当上教师的那一年，王氏祠堂被改造
成了学校。昔日供奉祖先的圣地，成了培养读
书人的圣地，直到2003年被拆除——拆除是为
了建大学城，构筑新的希望。

村民们搬进了居民小区，仍数着村里近年
来供出来的大学生——光是博士、硕士就出了
一二十个呢，多荣耀！

“远去的村落”之陈李寨村（下）

读书人的圣地

记得上学时，有个数学老师每次讲课都会
指着两边的等式说“这厢”如何、“那厢”如何，让
我不由得想起了《西厢记》里的张生。张生见人
便一揖到地：“小生这厢有礼了……”

“这厢”“那厢”是“这边”“那边”的意思，它
跟古代的建筑有关。

古代民居多为四合院，四周都是房，位置最
好的是北边的房，门朝南，冬暖夏凉，为正房，一般
是家中有地位的人住。东、西两面的房子叫厢
房，归小辈们住。东方为阳，东厢房一般是男孩
子住，西厢房则留给家中的女孩子住。有条件的
人家，则会在后院里另起小楼，让女孩子住在绣
楼上，一般不与外界接触。家里来了客人，孩子

们（尤其是女孩子）不便出来，只隔着门喊一句“这
厢有礼了”，算是打招呼。“这厢”的“厢”便是由此
引申而来的，意思相当于“边”或者“面”。

洛阳人说“这厢”，喜欢说成“这枪”。台湾
著名诗人余光中的那首《乡愁》，如果用洛阳话
来念，就成了“我在这枪，新娘在那枪”，听起来
不觉得忧伤，倒平添了一股火药味儿。

都说洛阳话土气，其实不然。想象一下，风
华绝代的崔莺莺与张生若在洛阳街头相见，张
生必得拱手作揖，无比欢喜地说一句：“小生这
枪有礼了！”莺莺则曲身道个万福，软软地说：

“小女子这枪有礼了。”那情景，是不是比今天简
单的一句“你好”要雅致得多呢？

“这枪有礼了”

【老洛阳话】

巍巍古树
悠悠深情

在老城区敬事街小学校园里，一棵皂荚树挺立于
正大门照碑墙后，虽历经300余载沧桑巨变，校园布局
几经变更，但这棵古树一直巍然挺立，甚为美观。

2009年，这棵古树被载入洛阳市古树名木名录，
作为国家二级古树予以登记并挂牌保护。皂荚树高
15米，树冠达10米。每年10月果实成熟时，一串串皂
荚挂满枝头，是校园中最美的风景。

1995年4月22日，全国政协委员王光美同志光临
敬事街小学。她兴致勃勃地走进学校大门，环顾四周，
似乎在搜寻往昔的足迹。她频频向师生招手致意，激
动地说：“变了，一切都变了，岁月悠悠，只有当年的皂
荚树依然枝繁叶茂。”

在学校荣誉室里，王光美一面饶有兴趣地观看陈
列的珍贵历史照片，一面深情地追述当年刘主席视察
敬事街小学的动人情景。一位老校友抑制不住内心的
激动，唱起了过去的校歌。王光美侧身倾听，双手打着
节拍，悠扬的歌声从室内飘出，师生们眼中噙满了泪
花。走出荣誉室，王光美与全校师生在当年的皂荚树
下合影留念。

【河图洛影】 河洛古树名木

■投稿邮箱：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7

散落在河洛大地上的古树名木、古街道、老民
宅、旧窑院、古亭台、古城堡等，无不带着河洛文化
的鲜明烙印，向我们讲述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
敬请关注，欢迎投稿或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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