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文 贾俊生/图

高高的砖石四合院，精美的“福”字木
雕，老态龙钟的千年古槐，至今仍在使用的
辘轳，走进登封市颍阳镇刘村，我们仿佛又
回到了几百年前。

村庄最南那条街上，还保存有6处四
合院，多是三进或四进，据当地村民回忆，
刘村几十年前还保留有寨墙和寨门，寨门
之外不远处还有一条护寨河。刘村四合院
的大门多开在东南侧和临街房连成一体。
门楼气派、高大，门楣之上还有砖雕，工艺
十分精细朴实，充满了明清遗韵。

刘村的四合宅院建筑材料大多都是
“三材”，即石材、木材、砖瓦。石材一般就
地取材做房基，石雕则大多用青石，造型生
动传神。门墩处讲究用曲尺门枕或狮子门
枕,与抱鼓相结合。柱础雕饰有莲花、仙
鹤、灵芝、牡丹等图案。木材，除梁椽柱外，
门窗的造型和房檐的木雕也很有讲究。砖
材除砌墙外，其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门窗
的装饰或房脊的装饰上。脊饰不仅有防止
漏水，稳定房屋结构的功能，还有增强建筑
华丽高贵的视觉冲突和审美效果的功能。
脊兽不仅有艺术欣赏价值，也满足了人们
对驱邪降福的寄托。

据说，刘家的先祖明末清初时曾做过
州统，告老还乡后开始在家里置田建房。
但整条古街落成却是清朝后期的事情了。

说起刘村古街，刘村村民讲起一个传
说，当初刘州统建设的庄园规模并不大，能
达到这样的规模，是刘州统的后人发了一
笔横财。

据说刘州统之后几代并没有延续繁
荣，其中有一位后人是在别人家做长工的，
在耕种土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洞穴，洞
穴中藏有许多金银财宝，他趁黑夜悄悄地
运回了家，此后刘家才开始大兴土木，建起
了这个庄园。

在刘村村北刘家祖坟处，还立有两座
碑，碑分别立于乾隆和道光年间，墓碑的
主人是国子监太学生刘文斌和他的儿子
刘凤鸣。墓碑前不远处还立有两个石条，
石条上刻有对联。刘村村民说，刘文斌和
刘凤鸣时是刘家的鼎盛时期，此后刘氏家
族开始慢慢走向衰落，到解放前夕，庄院
虽然保留完整，但刘氏家族的土地已经所
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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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老宅记忆

古民居，承载着人类千
百年的历史记忆，是宝

贵的民间文化遗产。随着时
间的流逝，这些老宅子年久
失修、损坏严重，如一颗颗珍
珠散落在郑州的各个角落，
不为人知。本报“老宅记忆”
系列报道，在让读者了解郑
州老宅子的同时，也希望对
它们加以保护。如果你有
“老宅”的线索，或者了解一
些“老宅”的故事，也请告诉
我们。电话13838049299，
邮箱zzwbsczl@126.com。

此处无声但有生命，滴水上奔跑的小马和
瓦间生长的植物构成一幅古老画卷。

斑驳的墙壁，寂静的老街。

古朴的宅门。

百年前的望楼依然在守望着刘家后人。

屋脊上的瓦兽仰着高傲的头,正如它昔
日的主人。

高墙大院

庭院深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