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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民国老宅 重拾岁月记忆
建筑是体现一个地域文化内涵的重要方面，那些雕梁画栋、沉稳大气的老建筑是工匠

们智慧的结晶。如今，很多有特色的老建筑已经湮没在岁月的风尘里，但在郾城区龙城镇
仲李村，还保留着一处占地近200平方米、建于民国24年（1935年）的民居。近日，记者
来到该村进行采访，探寻这座老宅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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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近日，记者和文史爱好者刘湘
涛一起来到郾城区龙城镇仲李村，
这里也是刘湘涛的老家。刘湘涛找
到村民常广臣，他目前负责看护这
座老宅。在常广臣的带领下，记
者来到老宅前。老宅位于村内一
条约两米宽的水泥路南侧。老宅和
村里别的房屋明显不同，高大巍
峨，古朴厚重。飞檐门楼、镂空石
雕窗……这些精致的细节都在诉说
这座老建筑过去的“辉煌”及经历
的沧桑岁月。

从大门进入宅院，高大的正屋
映入眼帘。正屋是两层高的复式楼
房，五间，坐北朝南。楼房由青瓦
青砖构建，上层下层都有大厅，上

层有五扇小窗户，下层有门和四扇
窗户。刘湘涛说，在村里，这栋房
子很特别。“这是典型的民国青砖建
筑，里面是非常传统的木结构厅
堂，还保留着精致的木雕。在‘文
化大革命’时期，房子上及屋内一
些细部被破坏了，出彩的地方都没
了，非常可惜。”

正屋的两侧是两座侧房，一层
高。“因为时间久远，侧房有些破败
了，我们用泥在外墙糊了一层。上
面的砖瓦和窗户都没有换，都是以
前的。”常广臣告诉记者。

在仲李村，青壮年劳力大多在
外打工，留守的村民并不多。提起
老宅，村民们话语中都透着自豪感。

民国老宅走过沧桑岁月

“在我的记忆中，这幢老房子从
来没漏过雨，也没维修过。”常广臣
带着记者参观老房子。记者看到，
青砖青瓦的老房子高大坚固，两端
高挑的屋檐以及门头两侧有精致的
雕刻图案，青砖垒砌的墙壁没有一
丝裂纹。

“我们丈量过，这幢老房子建筑
面积有 200 多平方米，上下共分 6
间。之前是泥土地面，后来铺上了
水泥。”常广臣说。

走进正屋，记者看到屋里很整
洁，有一个木制楼梯通往二楼。房
屋采用的是传统的“硬山顶”，房梁
是“人”字梁，木质桁条。屋面板
采用的是一样规格的青砖。记者看
到，房梁上模模糊糊地刻写着“建
于民国24年”等字样。常广臣告诉
记者，民国24年是1935年，据此推

算，这幢老房子应该有80多年历史
了。

“屋面板的上面就是弧形的青
瓦，青瓦摆放得严丝合缝，风吹雨
打都没有关系。你看到外边墙壁上
有很多铆钉没有？这就是老建筑的
特别之处。青砖里面是木质框架结
构，建房子的时候先把框架立好，
然后再砌砖墙，这样的建筑，即便
青砖墙壁倒了，房子也不会塌，就
是因为木质框架结构没有砖墙也能
支撑起屋顶，完全不同于现代普通
民房的建筑风格。”常广臣说，房屋
历经近百年风吹雨打不裂不漏，证
明了当初设计建造的科学性和实用
性。

常广臣还告诉记者，除了侧房
曾经整修过，正屋一直保持原来的
样子。

老宅建筑质量令人赞叹

随后，记者和刘湘涛一起找到
了 老 房 子 曾 经 主 人 的 孙 子 常 见
新。今年已经 82 岁的常见新是一
名退休老教师，见到记者来了解老
房子的故事，他和老伴招待记者坐
下，便陷入回忆中。

“老房子是俺爷爷买的。俺爷爷
以前就住在这个老房子里。听老一
辈人说，老房子在俺爷爷没买之
前，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儿，以至
于很多人都不敢住在房子的楼上。”
常见新告诉记者，当年，这个房子

的主人与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成
亲，成亲后，姑娘就在楼上上吊死
了。从此，就没有人敢上楼了。后
来，在这户人家做短工的一位小伙
子为了抓楼上的鸽子，就上了楼。
下楼后，他说，他在楼上看到一个
穿着红绣花鞋的女子。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住进这座老房子的楼
上了。

常见新说：“这些故事都是传
说，并不可信。俺爷爷买房子时，
并不知道老房子里发生的故事。”

后人讲述老宅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老房子被国
家收回充公。”常见新说，之后老
房子被拿来当过大队部、礼堂、医
疗 室 、 仓 库 等 。“1975 年 大 洪 水
后，老房子被当作诊所，救助了不
少村民。”

据了解，1981年，这座老宅又
被卖给了别人。“平时，老房子的钥
匙都是我拿着，没事了就过来看

看。”村民常广臣告诉记者。
“老房子建于民国 24 年，无论

如何我们也要保护好它，不能让
它毁坏了。”仲李村支部书记李东
升说，希望有朝一日，老房子能
挂上“文物保护”的牌子，让更
多的人都来看看这座历经风雨沧
桑的老宅，感受老宅身上隐现的历
史风烟。

老宅亟待保护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
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
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民宅。中国
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
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
文化遗产。欣赏中国古建筑，就好比翻开一部
沉甸甸的史书。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以木结构为主，
以砖、瓦、石为辅发展起来的。从建筑外观上
看，每个建筑都有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
为屋顶，下为基座，中间为柱子、门窗和墙
面。在柱子之上屋檐之下还有一种由木快纵横
穿插，层层叠叠组合成的构件叫作斗拱。这是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建筑所特有的构件。它既
可承托屋檐和屋内的梁与天花板，又具有较强
的装饰效果。

“墙倒屋不塌”这一句中国民间的俗语，
充分表达了上述梁柱式结构体系的特点。由于
这种结构主要以柱梁承重，墙壁只作间隔之
用，并不承受上部屋顶的重量，因此墙壁的位
置可以按所需室内空间的大小而安设，并可以
随时按需要而改动。正因为墙壁不承重，墙壁
上的门窗也可以按需要而开设，可大可小，可
高可低，甚至可以开成空窗、敞厅或凉亭。

中国古代建筑以它优美柔和的轮廓和变化
多样的形式而引人注意，令人赞赏。但是这样
的外形不是任意造成的，而是适应内部结构的
性能和实际用途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像那些亭
亭如盖、飞檐翘角的大屋顶，即是为了排除雨
水、遮阴纳阳的需要，适应内部结构的条件而
形成的。两千多年前的诗人们就曾经以“如翚
斯飞”这样的诗句来描写大屋顶的形式。在建
筑物的主要部分柱子的处理上，一般是把排列
的柱子上端做成柱头内倾，让柱脚外侧的“侧
脚”呈现上小下大的形式，还把柱子的高度从
中间向外逐渐加高，使之呈现出柱头外高内低
的曲线形式。这些做法既解决了建筑物的稳定
功能，又增加了建筑物外形的优美曲线，把实
用与美观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适用与美观的统
一佳例。 晚综

中国古建筑
为何大多采用木质结构

老宅正屋二楼大厅。

老宅院内的正屋和侧房。

正屋的木质楼梯依然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