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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冢头镇在郏县县城东北 13 公里处，
是一个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中原古镇，
这里不仅商贾云集，还流传着许多故事。
北街村作为古镇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在
2013 年 8 月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
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6月24日上午，置身于北街村人声鼎
沸的古老街道，斑驳的高墙、幽深的大院、
村外的薄姬冢等无不诉说着古镇古村的
前世今生，行走间仿佛在浓厚的历史和文
化气息中穿行。

千年古镇有明珠 商贾云集竞风流

顺着新开发的仿古一条街向北走，在
北街村文书邵应贵的陪同下，首先来到村
北岗上的一个大冢前，冢上荆丛郁郁，一
片葱绿。“这就是著名的薄姬冢！是一座
汉代古墓，当地人称作薄姬冢，又称薄太
后冢。冢高 11.3 米，占地 1080 平方米。
1957 年，该冢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邵应贵介绍说。在距离薄姬冢不远
的一片空地上，有一尊薄姬像，塑像生动
逼真。

据《郏县志》载：“汉薄后，郏人。”薄姬
是当地美女，秦末被自立为魏王的魏豹纳
为妾。楚汉战争之初，魏豹被韩信、曹参
所败，薄姬也成了俘虏，被送入织室织
布。刘邦见薄姬颇有姿色就纳入后宫，薄
姬为其生下长子刘恒。薄姬有一次到郏
东北的纪信庙，悼念在楚汉“荥阳之战”中
替刘邦捐躯的功臣纪信，发现此地“黄阜
蓄锐、蓝溪藏精”，意欲百年后葬于此。薄
姬死后，汉文帝刘恒遵照母命将其灵柩在
蓝河之滨埋葬，并建造看墓院，派军队驻
守保护，朝中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年年都
来谒拜。冢的南边慢慢有了集市，酒楼、
饭庄、货栈、商号由此而兴，逐步发展为数
百户的小集镇。后日渐繁荣，形成了北
街、东街和西寨等村。

因冢而兴北街村

行走在红石铺路的东西古街，这里店
铺林立，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北街村的
神奇之处还在于随处可见飞檐斗拱、青砖
黛瓦的明清时期古建筑。这些古建筑虽
然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仍然屹立坚
固，一代又一代人在这老房子里繁衍生
息。

位于西大街路北的解学士故居，是北
街村历史最久远的老房子之一，这处建于
明朝万历年间的古宅是明代学士解保祥
的官宅，占地2800平方米。宅院坐北朝
南，是个四进四合院。二进主房是会客
厅，除两边山墙以外全部为木柱结构，红
石作阶，青砖铺路，6个立柱支撑着整座
建筑。一处主房大门由四扇木门组成，加
上亮窗，整个门窗有3米多高。木门系镂
空雕花格子门，上面雕刻着的图案生动精
美。

这里如今住着解学士的后人，72岁
的解振甲一家。房屋虽多，主屋加东西厢
房排列紧凑，院内的空间并不宽敞，但热
爱生活的主人还在院子的西侧摆放了两
盆葱绿的铁树和几盆花卉，门口的一棵树
郁郁葱葱，已高过正房的房檐。

解振甲的老伴儿王俊枝正坐在门前
的台阶上，悠闲地拾掇着农家菜。她的小
孙女看到有陌生人到访，羞涩地躲在了奶
奶的身后。“这扇木门从房子建成时一直
保存到现在，和房子一样有几百年的历史
了。”今年71岁的王俊枝感慨地说。

百年古房仍宜居

冢头镇自古为中原腹地，商业发达，
商贾云集，曾有“小上海”之美誉。明清时
期，这里地处许昌至洛阳、禹州通往南阳
的两条官道交会处，一时各方商贾来往不
绝，酒楼饭馆林立，出现了“日进斗金”的
盛况，成为当时方圆几百公里的商贸中
心，以至于出现了“外埠客商多知冢头而
不知郏县”的局面。

现在这里仍一派繁荣，镇内现有固定
商户近千家，还吸引了 1500多个流动商
贩、手工业者前来经商务工，各类集会以
及民间艺术活动依然保持着传统风貌和
规模。北街村农历每月二十六的老日子
会已经延续数百年，每逢集会日，这里更
是车水马龙，商家云集，赶会的人们摩肩
接踵，热闹非凡。村民们割肉买酒，招待
来客。改革开放后，该村又办起了每月逢
九的物资交流大会，使这个古村更加繁荣
起来。

如今的北街村又迎来了新的历史发
展机遇，2002年成立了村落保护与开发
领导小组，按照原风原貌，对道路、古宅建
筑、古文化遗址、古商业店铺等进行保护
修缮，在保持村落的原汁原味的基础上，
规划出新的冢头镇北街文旅综合项目发
展蓝图。在仿古商业街、文化园，建设者
们正在挥汗精心施工，古色古香的仿古商
业街已经初具规模。站在这条南北大街
上，让人感觉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当年
的老街。

商贾云集写新篇

进入主房，屋内有木质雕花屏风，上
有“福禄寿”3 个古朴苍劲的梅花篆字。

“据说这座宅第能保存完好，还在于我们
这里的人对解学士的尊重。解学士在中
原大旱之时，曾慷慨接济附近的穷人，所
以人们都自觉地保护他的宅院。”解振甲
说。

王俊枝说：“老房子住着接地气，冬暖
夏凉，我和老伴儿都不愿搬出去。”

走出解学士故居不远，就来到了建于
清康熙年间的秦都司宅邸，这是清康熙武
生随征都司秦可都的宅院。宅院坐北朝
南，占地3700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700
多平方米，多为砖木结构，为一门四进四
合院。一进三间，两间作为商铺。二进是
客厅，门前一对红石做基的石鼓，底座红
石雕刻的莲花图案栩栩如生；木雕门上刻
凤凰麒麟等图案。三进是三层楼房，红石
基础，青砖砌墙，楼房无主门，进出由前后
两边厢房通道通行。“这个宅院目前由邢
白增、王钦安、解小坤三户人家居住。”邵
应贵说。

清代建筑崔子春祠堂现存临街楼三
间两层，建筑面积803平方米，砖石结构
二层。过厅三间，单檐硬山建筑，四级台
阶上月台，月台上青砖铺地，檐下有两根
柱子，柱子之间有横枋，有三个木质棂子
窗，上棚五脊六兽，脊上有精美砖雕。堂
楼三间两层，为硬山单檐阁楼式建筑，一
层两头有通往后院的便门，屋门中开，红
石门楣，左右两个大方窗；二层中间设一
方形大亮窗，左右各有砖券拱形镂花门。
东跨院又建筑小三间三栋，其中堂楼为砖
石结构，三间两层，有三个方形棂子窗，一
楼两个，二楼一个，上棚灰瓦覆顶。

在崔子春祠堂里，70多岁的老教师
刘书章讲述了有关崔子春的故事：“崔子
春父亲做卖菜生意发家致富后生活俭朴，
尊重知识，竭力供应他上学至开封。他毕
业后做烟行生意，后来担任区长，因清正
廉明，深受民众爱戴，后因故辞职。1946
年春，牛子龙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经常
来崔子春家。牛子龙回河北时，崔子春派
人骑马将其护送到新郑友人家，保护牛子
龙人马渡过黄河平安回到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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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学士故居内雕刻精美的木门

秦都司宅院门口的石鼓

解振甲一家居住的解学士故居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