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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佳胡同
说白家

□庄学

【老庄探路】

【河洛风俗】

【老街旧话】

老街经纪人
□沙草

经纪人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是陌生的，这与时代有关。

经纪人这一职业的发展
历 史 ，曾 有 过 几 十 年 的 断
层。这些年，经纪人又开始
活跃了，特别是在那些引人
眼球的明星身边。

旧时，经纪人曾是社会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在关林
庙会的集市上见过牲口经纪人，
其神秘得令人神往：在买卖双方
中斡旋，能说会道只是基本功，
到关键处，议价全靠手摸。袖里
乾坤，捏七撇八钩子九，四指抓
挠谓之六。

经纪人不能串行，这可能是
因为想在哪一行干好，都不能三
心二意。民国时期，洛阳老集曾
是豫西乃至陕西渭南、郑州、许
昌等地的粮食交易市场（现老集
农贸市场以北一直到肖家街），
天天开集，粮食应有尽有，居民
农户、大商小贩，骡马车载、手
提肩背，熙熙攘攘、人山人海。
这里正是经纪人的舞台。

老集经纪人很多，买卖粮食都
得通过经纪人，不得自行交易。经
纪人使用的暗语，是洛阳老集特有
的行话。十个数：一喜、二来、三
又、四肠、五抹、六妻、七钜、八说、
九钩、十长。经纪人在交易时，一
边用斗、斛量着粮食，一边大声叫
喊，让买卖双方及粮食坊记账人都
能听到其响亮的报数声。经纪人
的眼很毒，他看一眼你的麦子，就
知道能磨出多少面。

当时，老集有一个经纪人，
名李二先儿，外号麦大夫，家住
东关小通巷。他说 100斤麦子
能出 85 斤面，上下差不了 1
斤。不服气你可以和他打赌，跟
着到磨坊。他熟人多，人又公
道，老城的粮食坊都托他收购麦
子。李二先儿每天都要替粮食
坊买几千斤麦子，他的收入因此
很可观。当然，佣金的大头还是
粮食坊的，因为粮食坊要给客户
提供住宿、烟茶还有经营场所
等。尽管如此，经纪人的落头
（净收入）也多，用今天的话说，
他们相当于白领。

拦花轿

在洛阳，无论花轿是在女方的家门前，还是新娘
已被迎娶到了男方家门口，都会被人拦下，暂时不让
通过，大家热热闹闹地讨了红包、糖果、香烟，花轿才
能离开，这就是洛阳早些年常见的拦花轿风俗。

拦花轿的人多是新人的街坊，当然也有走街串
巷的人，如做生意的小贩、路过的村民等。街上调皮
的少年或者上了年纪的人，得到有人结婚的消息，早
早就做好准备，等到花轿离开新娘家的时候，他们就
不失时机地拿出板凳或者粗棍子，当街放置。偃师
一带则更讲究，那里的人会事先准备好红绳子，拉起
来拦花轿。有时候，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会拉上一
根红绳子，很是夸张，成为一道景观，一根根红绳子
平添了喜庆的气氛。

在洛阳，新娘必须在中午12点之前被接到男
方家。因此，遇到拦花轿的，新郎家就会有专门的
夹红毡的人来处理，与拦花轿者讨价还价。

有时双方谈不拢，夹红毡者就会急得团团
转，满头大汗，只好让围观者甚至女方家人出面

解围。它从一个侧面考验着男方家的办事能力。
偶尔，遇到纠缠不休的拦花轿者，夹红毡者看

到时间紧张，便直接派几个彪形大汉，把烟酒、喜
糖、红包塞给拦花轿的人，然后连推带搡强行通
过，把迎亲队伍顺利带到新郎家。

拦花轿，在洛阳人的婚礼中不可或缺，如果哪家
儿女结婚，街上没有拦花轿的人，倒让人觉得主家人
缘不好，因此，主家打心眼里喜欢街坊来“闹”。当
然，拦花轿那种喜庆的气氛以及发生的趣事，也成了
一对新人婚后甜美的回忆。

□郑小卫

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东大街，网友“民兵”突
然指着旁边一条窄窄的胡同问：这里咱们没有来
过吧？

可不是。多次从这里走过，真的就没有发现还
有一条胡同，街道牌上写着几个大字“百佳胡同”。
胡同，太小了，小得不能进车；也太短了，大约有五十
米长。

百佳胡同位于东大街与高平街交叉口东北角，
几家临街的住户和商铺遮住了它的进口，不是老城
人，很难发现它。

说是胡同，其实只是两边房屋中间的过道，里面
住着几户人家。与原来这里的老住户聊起来，才知
道姓白的大户人家在这里居住，周围的房子都是白
姓人家的，所以人们称其为“白家胡同”。1927年，
冯玉祥主政河南，改了洛阳的很多街道名，根据谐音
白家胡同被改为“百佳胡同”，取事事皆好之意。

说起白家，有人称之为大户，也有人说不及老
城四大家之一毛。但是，从当年白家的宅院规模来
看，白家不是普通的人家。

在白家窄窄的过道里，70岁的白家宋老太太
说，白家百年前迁到城里做生意，小门小户的。

有一次，白家人到京城办事，看到一老一少在街
上哭，就问他们为啥哭。原来，这一老一少也来自于
乡下，年轻人中榜并谋取了官职，却无钱上任。白家
人心好，就资助这个年轻人上任。后来，这个年轻人
发达了，就惦记着报恩。他对又到京城办事的白家人
说，你们别急着回家，在京城先住着。住了一段时间，
白家人回到洛阳的家，发现家变了模样，他们找不到

家门了。家里人告诉他们，是京城的大官给他们盖起
了几进大院。

根据宋老太太描述，白家每户或是四进院，或是
五进院，有厅有房，有孩子们住的厢房，有当家人住
的上房，还有丫鬟、仆人住的偏院，总之够阔的。可
惜，新中国成立前夕，白家的宅院卖出去不少。

世事沧桑不过百年，从民国时期的老城地图看，
百佳胡同还有一席之地，今天，百佳胡同依然静默地
看着世事变迁。事事皆好的“百佳”，也是老百姓所
追求的吧！

探访百佳胡同 郭春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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