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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贵似油
老街有看头

□沙草

【老街旧话】贴廓巷：街小名气大
□庄学 文/图

【老庄探路】

“洛八办”北门正对着贴廓巷

这两天下雨了，由于有雾霾，人的心情不好，也就无
从体会春雨的美妙。

老街有“春雨贵似油”的说法。“一冬无雪天藏玉，三
春有雨地生金”，这是春联，说的也是春雨。那时候，悠
悠万事，肚皮为大，所以老街有不少农谚流行，“春雨贵
似油”就与农事有关。雨润大地，农桑有喜，空气清新，
老街的大槐树湿漉漉的，连房檐的灰瓦都被洗干净了。
人们心情好了，忙起来也有劲儿。

不过，下雨也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不便。“春雨贵似
油，下得满街流”，老街人说这话时喜忧参半。过去老城
的街道多为土路，一下雨便泥泞不堪。

遇到下雨天，满街流动着“伞花”。那时的伞有油纸
伞和布伞两种。油纸伞多是绛红色的，布伞多是黄色
的。伞柄和伞骨全是木制的，颇具匠心。

油纸伞现在很少见，偶然从电视节目中看到春雨江
南，美人迟暮，打着一把艳艳的油纸伞，便觉得风韵无
限。布伞更是难得一见，也许只有在冯小刚导演的电影
里才能看到。

说到伞，人们自然会想起戴望舒的《雨巷》，想起那位丁
香一样的姑娘。其实在老城，雨天里撑一把花伞的少妇和姑
娘，婀娜多姿地走在老街上，出入老宅，那是常有的风景。

在老街，还有买不起伞的，用草帽或麻包片当雨
具。脚上穿的多是胶鞋，有深腰和浅腰两种。

下雨天，从老街的小学里出来的孩子们，脚上胶鞋
的颜色与头顶雨伞的颜色相映生辉，也是一景。

我小时候还见过“呱地板”（木拖鞋），木脚很高，雨
不大时穿上它还凑合，雨下大了就不行。

过去，有钱人还穿一种叫“泥屐儿”的雨鞋，木底牛
皮帮，用桐油漆过，也是套鞋，穿起来显得臃肿，但能在
雨天行走，还很时尚。

九都东路与老城护城渠之
间，有一个东西狭长地带，中间一
条街贯穿老城东西，长1.5千米，
却分段有三个街道名——吕氏
街、贴廓巷、马市街，如果跨越金
业路再往西延伸，还有豫通街和
五贤街。这在街道命名上有点儿
意思，也符合老城街道的特点。

不到300米长的贴廓巷，东
连吕氏街，西到南大街，与马市
街首尾相接，位于老城南关，因
靠近城廓而得名。这条街以前
在护城河之外，所以属于城外，
向北为“去城里”，但是“贴廓”
二字彰显了这条街道不俗的身
份，“洛八办”纪念馆所在地，就
是有着近180年历史的清代院
落——庄家大院。

过去的贴廓巷，因为靠近南
关码头，是货物的集散地，所以
商贾云集，商铺林立。贴廓巷
居民主要有两大姓：庄姓和吕
姓。庄姓人家多经商，这条街
上排场的院落大多为他们所
建，“洛八办”使用的即为富豪
庄延珍的宅院。

这处宅院建造于清道光十
一年（公元1831年），三进：前临
街，后上房，中厅堂。两边有过
道，有楼式结构的厢房，门窗上
的花纹装饰雕刻细致，梅、竹、
兰、菊、牡丹、松柏栩栩如生。整
个建筑典雅大方、古色古香。如

今，这里成为红色教育基地，也
是洛阳市区内唯一一处革命遗
址纪念馆。

莫言街巷小，往来无白丁。
贴廓巷在洛阳家喻户晓，得益于
它西段的“洛八办”。九都东路
建成后，“洛八办”的大门朝向九
都东路，它原来的正门和门牌则
在贴廓巷。

“洛八办”的全称为“中国国
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
事处”，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
设立在洛阳的办事机构，负责统
战、动员民众抗战、输送转运物

资、接待军政人员等，工作人员
最多时有100多人。刘少奇、朱
德、彭德怀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
人曾多次亲临“洛八办”，指导和
部署工作。刘少奇同志来过三
次，主持召开了地下党的重要会
议，还在此撰写和修改了《论共
产党员的修养》。

“洛八办”1939年 11月设
立，1942年2月撤离，虽然只存
在不到两年半时间，却在洛阳革
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对于短短的贴廓巷来说，这也是
一段珍贵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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