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我们身边的名人故居
发现它们，保护它们
您的身边若有珍贵的“名人故居”，请联系我们

“别看那房子表面看似
很破、很旧，但它是宝。掸去
尘 土 ，它 会 闪 出 耀 眼 的 金
光。”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用
这句话来评价文物的价值再
合适不过了。但破坏文物、
置文物价值于不顾的事情今
日仍屡有发生。日前，梁思
成、林徽因故居被拆成为众
多媒体关注的焦点，面对一
些开发商极度膨胀的利益，
现今该如何保护故居？名人
故居又一次成为沸沸扬扬的
热门话题。

从梁林故居事件的发
生，联想到郑州市的名人故
居。眼下，郑州有哪些名人
故居？它们的现状如何？昨
日，记者走访了市文物部门
的领导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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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按照约定，来到二七路人民公园
东门附近的一个小区，采访了已经退休的市文
物局文物处原主任于小兴。于小兴介绍，郑州
名人古代人物多，近现代的比较少。古代的有
人文始祖黄帝、先秦思想家列子、法学家列子，
以及唐宋诗文大家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
隐、欧阳修，建筑学家李诫等。关于名人故居，
近现代的名人故居比较少。

为什么郑州近现代的名人故居不多呢？市

文物局副局长任伟回答记者说：“名人故居一般
指的是近现代人物，郑州市是 1954年成为河南
省省会，原来是一个小县城，也就没有什么名
人。所以，郑州市在名人故居方面不是优势资
源，而是一个弱项。”

市文物局局长阎铁成对记者说，严格意义上
来讲，郑州的名人故居很少，只能名之曰故里。这
样的名单可以拉出许多，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
隐等，相比较而言，江浙地带的名人故居多一些。

郑州
的名人故
居 有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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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兴说，郑州市仅有的名人故居保护得
都比较好，像杜甫故里、康百万庄园，恢复了原
貌，具有一定规模。有些名人故居在偏远农村，
或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保护状况不理想，还有一
些随着时代变迁，土地改革或是其他政治原因
被改造改建。也有个别的因为城市建设被拆掉
了。目前，作家魏巍、书画家谢瑞阶的故居就已
经消失了。

他还说，时代更迭，房子随着主人易换，很容
易失去本来面目。而墓地一旦扎下，就容易长久
延续下来，这就出现一个现象，墓地或陵园反而
比故居容易存在。像刘禹锡、欧阳修、李诫等墓

地，一千多年或是几百年后再去寻找，还在原地，
而其故居早已化作尘埃，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

在现存的名人故居中，常香玉故居保存完
整，比较具有代表性。其故居位于巩义市河洛镇
的南河渡村董沟。故居现有院落一处，窑洞4孔，
平房3间。大门外有巩义市政府悬挂的“常香玉
故居”匾牌，被郑州市委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2005年春夏，其家人筹资将故居整修一新，
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这种富有当地特色的民
居，以及民居旁的一草一木，都会触发人们去回
忆她的童年生活，随父学艺的情景，缅怀她精湛
的戏剧表演、高尚的爱国情操。

随着城市开发的加快，老建筑将会越来越
少，名人故居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采访中，
作为一个老文物工作者，于小兴发自肺腑地说，
希望都市村庄在改造过程中，把经济发展与文
物保护结合起来，找到最佳的结合点与解决办
法。因为文物是不可能再生的。上千年、几百
年都保存下来的文物，希望不要在我们这代毁
掉，落下骂名，留下遗憾。

采访时，于小兴的一句话令记者难忘，他
说，名人故居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艺术与
科学的建筑价值而被保护，而是因为名人在这

里生活工作过，而发生了重大历史价值。斯人
已没，他们住过的老屋、用过的旧物、曾安息的
墓地，尽管在岁月的磨蚀中残损退色，但我们依
然可以在他们的故居中感受到他们的气息，怀
想这里曾发生的故事。

消失的已经消失了，存在下来的我们要给
予珍惜。保护名人故居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的
事情，而是需要全民树立这方面的意识。郑州
的名人故居资源虽然稀缺，但也不乏存在，朋
友，您的身边若有珍贵的“名人故居”，请联系我
们，让我们一同携手，去发现，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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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祜庄园，坐落于河南省巩义市
新中镇新中村琉璃庙沟，又名“柏茂
住宅群”、“张诰庄园”。属清末和民
国时期的建筑，依山筑窑洞，临街盖
楼房，具有典型的北方民居特点。

代表了中原四合院文明的古建筑
群——苏辙后人故居、荥阳苏氏古建
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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