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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园街往事
□庄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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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根凉水
□郑小卫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禁不
住就想起了小时候农村解暑的

“没（mù)根凉水”。
没根凉水是指在水井里打出

的井水，水桶尚未落地时直接取
用的清水。

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
洛阳人，特别是农村的老人，都会
记得没根凉水。当时，既没有饮
料，也没有制冷的电器。在炎热
的夏日，农民们下地干活归来，口
干舌燥，酷热难耐，井里的凉水便
是最好的解暑饮品。走到井旁，
遇到有打水的人，就找个大碗，喝
上两碗，一时找不到大碗的，就直
接把头趴在水桶边饮个够。井水
甘甜凛冽、清凉可口，喝下去顿时
全身暑气皆消。

除了解暑，据老人们讲，没根
凉水还能缓解一些疾病的症状。
那时候，如果家里的孩子、大人目
赤牙痛、口腔发炎、内火热盛时，
家人就会到村中的井里取没根凉
水来治病。取没根凉水很有讲
究，在水桶到井口尚未完全出井
身时，便舀上一碗，直接倒入碗
里，与已经打碎的鸡蛋搅拌饮
用。据说，它和用沸水冲成的鸡
蛋茶毫无二样，令人称奇。喝上
一碗这样的鸡蛋茶，次日就能减
轻病痛。有的人症状严重时，家
人就到田间薅上一把齿角芽，捣
碎后放入少许红糖，用没根凉水
冲服也可减轻病痛。

用没根凉水来缓解病痛，反
映出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条件下，
人们就地取材的一种智慧。随
着社会的发展，如今没根凉水已
经被人们淡忘，很多人更是闻所
未闻。

在绿树成荫、车水马龙的老城区
唐宫东路上行走，我随口说起老城区
桑园街的今昔，旁边一位买菜的老者
插话，说桑园街的街名与西汉名臣桑
弘羊有关。老者说，桑弘羊出生于洛
阳城里一个富商家庭，从小就精于计
算、理财，日后便成了西汉管理财政
的大臣。

街名有来历

其实，桑园街名字的来历，与20
世纪20年代在直鲁豫巡阅使署任职
的进步人士常志箴有关。

常志箴，名勤铭，出生于栾川一
个贫穷的家庭，由书生步入仕途，担
任直鲁豫巡阅使署蚕桑处处长。他
政治上追求进步，业务上也是尽心尽
力。他规划了洛阳城区绿化，并巡视
栽种树林。桑园街的西边有一大片
桑树林，就是在常志箴的督促下栽种
的，桑园街因此而得名。此说法可
信。查阅桑园街南边的“广川街”街
名来历，是以“原在一片荒地上形成”
的街道命名，广阔平川嘛。那么，当
时这一带住家少，荒地多，有一片桑
树林也就不奇怪了。当时桑园街附
近的孩子们就常常在林子里面玩耍，

采摘桑叶、桑葚。
桑园街大约长150米，北到同化

街，南至唐宫东路（原广川街、吴家街
等）。如今我们看到的桑园街是城区
改造后的模样，街旁已经没有了小
门小户，西边是一片住宅小区，东边
则是丹尼斯大型超市，还有水泥铺
就的两车道，很有现代城区的范儿，
所以很难把过去狭窄的泥水路面与
之相映照。

街小故事多

1931年初，姚润甫等人在桑园
街上建起了河南省最早的制药厂，将
中药的生产集约化、专业化。制药厂
先后生产了5类剂型80多种产品。
而后几经世事变化，这家民族手工业
的制药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位于民
主街的“洛阳市民生制药厂”。

桑园街还是抗战时期中共豫西
特委领导人的居住地，豫西特委的
所在地也在其不远的广川街上。前
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多次来到洛
阳，抗战初期就来过三次，其中还
在桑园街的梁家开过特委会议，传
达中央指示，对豫西地区的抗战工
作作了部署。

梁家的主人梁文渊，参加过辛亥
革命，曾任民国政府官职，后定居于
洛阳桑园街。据了解梁文渊是中共
地下党员，其家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
点。特委在此开秘密会议的时候，曾
以打麻将为掩护。

“烧包老虎兔儿，骑马戴眼镜
儿。穿着高底鞋，拄着洋拐杖。”

能记得这些童谣的人都应该
有四五十岁了。那时候小，只知道
跑着玩，嘴里念念叨叨，却不知道
这童谣究竟来自哪里，又是什么
意思。小孩子们用它，只是取了
前两个字“烧包”，凡是见到爱显
摆的人，大家都会唱着童谣群起
而攻之。

“烧包老虎兔儿”，老虎和兔子
本是两类不同的动物，老虎厉害，兔
子胆小，二者结合起来，讽刺的是对
方色厉内荏、徒有唬人的阵势，说到
底也只是一个“烧包”。从后面的骑
马、戴眼镜儿、穿高底鞋、拄洋拐杖

来看，很有点像是清末民初的新派
人物。

那时的童谣也带有孩子气的爱
国色彩，比如，“咱俩好，咱俩好，咱俩
兑钱买手表，你戴戴，我戴戴，你是日
本洋太太。”洛阳话里凡是和“日本”
沾边儿的都不是好词儿，说一个人

“真日本”，便是说其笨、脑子被驴踢
了的意思。所以，童谣里谁都愿意当
只戴表的那位，而不想当日本洋太
太，而那个被大家指成“日本洋太太”
的一定会愠怒地追得那几个唱此童
谣的人满院跑，这便是游戏，也是孩
子们的大欢乐。

小时候还有一句话叫“憨子麻妮
儿杨得娃儿”。其实，除“憨子”这两

个字外，谁是“麻妮儿”，谁是“杨得娃
儿”，怕是很少有人去探究。但奇就
奇在这句话必须连着用，至少也得把

“憨子麻妮儿”连在一起说才行。这
句话还妙在要分男女来用，“憨子”是
共用的，但“麻妮儿”用于女士，说男
士憨得用“杨得娃儿”。有一天同学
聚会，一男生指着女生们说：“看你们
这些憨子麻妮儿”，看女生杏眼圆睁，
粉拳高举，又急忙指着男生们说，“俺
们是杨得娃儿。”

其实，不是所有难听话都是骂人
的。一般来说，在洛阳，能面对面说
出“憨子”这句话的，都是关系比较亲
近的人，除开玩笑外，其中还有点儿
亲热、亲昵的意思。

【老洛阳话】

那些年，那些洛阳的童谣
□姚智清

趣说洛阳话

（资料图片）

如今的桑园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