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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郑州有多少传奇故事？
一位退休教师给出答案：300个

砖牌坊街、主事胡同、代书胡
同，这些在老郑州市内曾经知名
的胡同，现存的还有几个？

位于二七广场附近的太康
路，是潮人聚集地，喜欢逛街的年
轻人很多。但是，却没有几个人
知道太康路的由来。

郑州市第二十六中学的退休
教师范自强很有心，他花了7年时
间，搜集关于郑州市的很多轶事、
趣事，编成一套书《郑州古今传奇
故事》，可以找到从远古夏商周到
现代，关于郑州的奇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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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个月前连续报道有人向西流湖倒建筑垃圾，引起相关部门和临湖村民的关注。近
段时期，在相关部门关注下，向西流湖内偷倒垃圾的情况有所减少，有些村庄沿湖建起防倒垃
圾的围墙。

前天，有人在南丈村口的西流湖内再次倒建筑垃圾时，把南丈村围墙弄倒，昨日上午，热
心市民来电称：“南丈村爱湖的村民拉来好土，把向湖内倒建筑垃圾的通道给堵死了。”

昨日14时，记者从中原西路向北来到保吉寨村口，绕到该村村北，就是西流湖南湖口。湖
口南侧是保吉寨，北侧就是须水镇的南丈村。

在南丈村湖口处，一堵围墙被撞倒一大段，而从断口处向里，旧建筑垃圾上已经被野草覆
盖。但旧的垃圾上堆着几车刚卸到这里的新的建筑垃圾。湖边新植的行道女贞树也被压
倒。就在这个围墙断口处，堆着一大堆土，刚好把进入湖内卸垃圾的道路给堵住。

住在离湖口100米的郭先生说，今年上半年之前，围着西流湖的赵坡、柿园、北岗、北仓、宋
庄等村，因为村里开发，不少人把建筑垃圾倒入西流湖里，把这个风景给破坏得不成样子，西
流湖成了垃圾湖。附近大部分村民看着这个美丽的湖成了垃圾湖，非常痛心，纷纷举报。

郭先生说，《郑州晚报》和电视台等媒体，对向西流湖倒垃圾行为进行长时间报道，环保部
门和城市执法部门，对湖两岸乱倒垃圾进行了治理。

“这两个多月，向湖里倒垃圾的人少了，但是，一周前，有人不顾这里有围墙，在夜里偷偷
冲到湖内卸垃圾。”

“昨天下午，爱湖的几位村民挖来一车好土，把进入湖内倒垃圾的这个通道给堵死了，让
那些偷倒垃圾的车辆无法进入，我们支持。”

“湖里不能再倒垃圾了，30年前，这里比黄河湿地还美，可现在，都被垃圾填平了，如果再
向里倒垃圾，湖口都成垃圾山了，我们不同意。”郭先生说，他们会和村民一起，好好保护西流
湖。 线索提供 王先生

还想往西流湖里倒垃圾？
除非你的汽车“长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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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自编《郑州古今传奇故事》
范自强老师的笔名叫“文范”，今年68岁的范老师已经退休7年了。退休前，他在郑州市

第二十六中学教历史。
最近，文范的新书《郑州古今传奇故事》出版发行了，这已经是下册了。今年3月份，文范

老师的《郑州古今传奇故事》（上册）已经出版，1000册图书4个月时间已经销售完。
新书《郑州古今传奇故事》共250篇文章，搜集了从远古夏商周时期，一直到明清、近现代

与郑州有关的历史传奇故事。
“既是传奇故事，就要说点别人不知道的，或者了解得不多的事。”范老师说，全书分五部

分：远古夏商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现代，250篇文章里共编入古今故
事300个，对历史是很好的补充。

范自强说，他在郑州生活了四五十年，想着应该把郑州从古至今的历史人物、地理、山川、
街道以及发生在郑州的古今大事、鲜为人知的小事都收集起来，写一本书，让郑州人了解郑州
的人和事。

郑州人应该保护我们的“胡同”
在范老师的《郑州古今传奇故事》中，有一篇文章叫《郑州的胡同》。在这篇文章的结尾，

范老师说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这在全书中都很少见。因为其他文章都是转述历史，很少有
作者的主观意愿。

范老师对郑州的胡同“情有独钟”。郑州的胡同最早形成于元朝，明清时期得到发展。据
不完全统计，郑州叫胡同的街巷有32条，而目前仅存的还有13条，19条胡同已经在城市发展
过程中被取代了。

“郑州历史上最早的胡同是元朝的孙家园胡同，最长的是大东胡同，最宽的胡同是刘家胡
同，最窄的是赵家胡同。”范老师说，可惜这些胡同现在都没了。

书中介绍了砖牌坊街、代书胡同和主事胡同。范老师说，写这些地方之前，他都去现场查
看过。除了代书胡同现在仍然存在外，另外两个胡同已经没了。他现场给我们补了补课：砖
牌坊街曾经在管城区西南区域，因为胡同里有给有德的妇人王氏建立的砖牌坊而取名；主事
胡同曾经是管城区东大街南边的一条小巷子，虽然小，名气却很大，有400多年历史。这里原
来是个死胡同，明朝有个张大维出资开辟一条道路连通书院街；后来，有一位户部主事在此居
住，又改名为主事胡同。

“钢筋水泥的崭新建筑取代了老街道、老胡同，那些古老建筑所保留的历史也消散了。”在
采访中，范老师说，在北京，已经有人呼吁开展声势浩大的“保护四合院”的行动，我们郑州人
是不是也应该行动起来，保护老胡同、老街道。

“若干年后，后代子孙问起什么是胡同，过去的老街道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如何回答？”

每天都要收集资料，他有30多个大袋子
范自强老师最宝贝的东西，当数他家里的30多个大袋子、小袋子。每个袋子上都写上标

签，分门别类地分装他收集的资料。
因为是教历史的，范老师特别注重收集各种历史知识和典故。“我搜集了很多材料，现在

家中还有上世纪60年代的旧报纸，写书所需要的材料，来自于报纸、杂志以及历史教辅等。”范
老师说，这些材料都被整理分类装了30多袋。

刚退休时，范老师担任执行主编，编写郑州市中学的校志。另外，他还编写了自己家乡的
村庄志，甚至还有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的《新中国传奇》。郑州二十六中的一位负责人说，范老
师的《郑州古今传奇故事》对了解郑州地区古今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历史事件等有一定的补
遗作用，是对学生进行爱家乡爱郑州教育的好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