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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责任

登封市大金店镇老街，是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街。它曾是交通便利、繁华兴盛的十大集镇之
首，有着“小洛阳”、“小上海”的美誉；它也是南宋时期宋、金对峙那段历史的见证者，记录着金
人征服五岳的野心和南宋朝廷的孱弱。
老街如今风华不再，一家家老字号店铺，一扇扇残旧的大门，一座座古老的房屋……关于老街
时光的故事，被镌刻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上。
郑州晚报记者 路文兵 文/图 登封报道

3 月 12 日 上 午 ，春 意 正
浓。通往登封市大金店镇的
路旁，麦田如茵，桃花满树。
到大金店镇转盘往东再行不
远，穿过一段热闹的商业街，
便到了老街。

大金店老街，东西走向呈
S 型，大都是清末和民国时期
的建筑。老街长约 3 里，所以
当地人称之为“三里长街”。

与西边不远处 的 商 业 街
比，老街显得有些寂寞冷清。
狭长的街道几乎看不见行人，
阳光打在路两侧鳞次栉比的
青灰色的屋瓦上，成为猫咪们
享受慵懒春色的好去处。

正月里来是新年，老街两

旁的老商铺、老民居贴满了喜
庆的大红烫金对联，这让这条
原本寂静而年迈的老街有了一
些活力。

65 岁的罗铁怀，在老街上
开了一家写对联的老铺子。老
街上贴的很多对联，便是出自
他手。

“老街的历史太悠久了，我
这房子是30多年以前花几千块
买来的，这些老房子是啥时候
建的我也不太清楚。”他点上一
支烟，慢悠悠地吞云吐雾，“我
在这儿写对联写了 30 年了，现
在生意大不如前咯，你看，这街
空荡荡的。不过也好，可以安
安静静地写写字。”

罗铁怀在大金店老街生活
了一辈子，见证了这条街的繁
华与没落。“以前赶集的时候，
这条街上人多得都走不动，现
在没人来。”

老街往日热闹的情形，仿
佛一直在他脑海中没有散去：

“50 多 年 前 ，我 上 的 小 学 就
在 离 俺 家 几 百 米 的 南 岳 庙
内。那时候南岳庙大门外附
近正是集镇的中心。每到中
午 放 学 ，出 校 门 后 再 想 走 得
快些根本不可能——赶会的
人太多了！”人山人海，摩肩
接 踵 ，罗 铁 怀 只 能 拨 着 赶 会
者 挪 来挪去的腿钻来钻去，向
家的方向挤。

如今这条清冷寂静的老街，
曾是登封十大集镇之首，有着

“小洛阳”、“小上海”的美誉。
登封文化学者王占敏介绍

说，老街地处颍河谷地，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所以，
自古以来就是通往汝州、伊川、
登封城、禹州的交通枢纽和重要
的商品集散地，很是繁盛、热闹。

宋人范公偁《过庭录》中就
写到大金店在宋时作为集市，能
造酒，有“酒肆”，且“虽遇岁时，
歌乐喧集，乡人竞观”的情景。

大金店街的集 市 远 近 闻
名，因其货物吞吐量大，被方
圆 附 近 戏 称 为“ 老 母 猪 集 ”、

“老母猪会”，吸引了县内及周

围各县的商贾百姓前来商贸交
易，互通有无。

每到会日，临近各县及周围
各乡的百姓、商贾、民间艺人都
要来大金店老街赶会。粮油、蔬
菜、牲畜、铁器、瓷器、服装鞋帽、
针线、药材等商品交易应有尽
有。还有表演硬气功、玩魔术、
设象棋局之类的各色人等，热闹
异常。

据《登封工商志》记载的“登
封县建国前十大集镇商行分布
情况”：民国时期大金店有坐商

（有门面、有店员的商户）87 户，
其中，全县比较有名的商行共有
125 家，大金店街就有 29 家，被
称为十大集镇之首。

美丽乡愁——河南传统村落
大型系列报道之二十五

大金店老街：
三里长街南岳庙

大金店镇庙会在农历六月
初六，起源于老街上的南岳庙。
南岳庙俗称“大庙”，位于老街正
中，2013 年 5 月，南岳庙被国务
院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南岳庙，青砖红墙，香
火缭绕。在正殿门额上，写着

“位配南岳”四个大字。
王占敏介绍，这座古庙建于

南宋时期宋、金对峙期间。当
时，金兀术统兵南侵，攻占了汴
京，占领了中原地区，并把金店
改名为“大金店”。但进兵到江
淮一带时，遇到了岳飞、韩世忠
等所帅的宋军的顽强抵抗，才有
了南宋的一隅偏安。宋金对峙，
金军一时难以灭宋。

金人认为天下五岳，金已占

长江以北四岳，唯有南岳尚在南
宋治下。为彰一统天下之野心，
就在大金店街修建了南岳庙，来

“位配南岳”。
南岳庙文物保管理事会副

主任赵宗宪告诉郑州晚报记者，
南岳庙原来的规模很大，有大
门、掖门、财神殿、广生殿、三官
殿、火神殿、龙王殿等建筑。现
在保存完整的有庙院三进。正
殿是府君殿，面阔三间，进深三
间，单檐歇山式，檐下一周施三
踩斗拱，前墙壁辟棂门棂窗，梁
上饰以游龙为主的彩绘壁画。
梁架与殿顶木架为金代构筑，是
河南省现存较早的木构建筑之
一，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府君殿祀奉的是崔府君，崔
府君据说掌善恶、阴阳，唐宋以来
在民间香火很盛，而崔府君据说
是农历六月初六圣诞。所以，宋
金时大江南北凡有府君庙的地
方，大都要在农历六月初六举行
纪念活动，带动当地的商品贸易，
形成了老古刹庙会。大金店街的
六月初六老古刹会也因此兴起。

如今，走在这条有着沧桑历
史的老街，往日的兴盛热闹只能
靠街两旁的老店铺来想象。像
罗铁怀这样的一些老店铺虽然
仍在营业，但生意却十分萧条。

老街很多房子已经无人居
住，年久失修。“街上200年以上
的清代老房子，所剩已经不多
了。你看我们家这个三进院，除
了临街基本都塌完了。屋子塌了
我们只能自己修补，这个过道上
面我们去年刚修完，旁边又塌
了。老屋子要塌，有什么办法。”
一座老院的主人王末西说。

“我听人说，政府现在不让拆
老房、建新房，说是要把老街保护
开发成‘明清一条街’。现在老街
已经进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
了，希望早点把这里开发好。”

站在街头回望，一家家老字
号店铺，一扇扇残旧的大门，一
座座古老的房屋……老街的故
事镌刻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上，构
成了一幅沧桑耐品的水墨画。
登封市政府表示，将针对老街制
订有力的抢救方案。希望在不
远的将来，这条千年老街能够再
次迎来重生的春天。

清寂的老街

曾是商业繁华的“小上海”

千年老街，期待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