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大街：留住源汇寨的历史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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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街虽然不太宽，
也不太长，但它却刻满岁
月沧桑，是源汇寨四条街
之一，记录着“水旱码
头”过往的繁荣，回荡着
嘹亮的船工号子，记录着
老漯河的日常风俗生活画
卷。现在，它更是以独特
的韵味和历史遗存，成为
人们了解一段历史的窗
口。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老街巷老街巷 新风韵新风韵””系列报道系列报道之五

西大街隶属源汇区顺河街
办事处泰中社区。走在西大
街，人文气息浓厚。街道两侧
用深沉的红色粉刷，张贴着有
关漯河历史故事的宣传板块，
彰显过往岁月的沧桑厚重。

这条路不是很长，却有两
所学校：源汇区泰山中路小学
和漯河市第二中学。从泰山路
彩虹桥桥南路西进入，路北就
是源汇区泰山中路小学，路口
有一些做生意的商户。往里走
大约 100 米，是老居民区，很
多“老漯河”仍在这里居住。

“西大街是一条有历史的街巷。
现在西大街经过升级改造，居
民们的居住环境好多了，大
家生活在这里很舒心。”居民张
女士说。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条
街就叫西大街。过去西大街也
是住家户比较多，做生意的很
少。记得这里曾有一家油坊，
那个年代，我们这里的居民都
在这家油坊买油吃。河堤改造
整修时，北边的一些住户都拆
迁了。”今年 80 岁的万文学老
人从小就生活在西大街，他向
记者描述起自己记忆中的西大
街，“我是老漯河人。西大街过
去是源汇寨里四条街之一，以
前是一条土路。我小时候，源
汇寨归郾城县 （现郾城区） 管
辖。记得国共战争时期，我家
邻居被炮弹轰了，房子上炸出
个大窟窿。当时，我和家人都
吓坏了。”

据 《寨内村志》 记载，源
汇寨设有南门、东南门、东
门、东北门、大北门、小北
门、小西门七个门。而西大街
临小西门。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城区扩建，西大街也不再是原
来的景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万文学说。

曾是源汇寨四条街之一

走进位于西大街西段的
漯河市第二中学，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亭
子，带着岁月的沧桑，掩映
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中。这
座 亭 子 就 是 三 晋 乡 祠 的 拜
殿，建于清乾隆年间。拜殿
檐 角 高 耸 ， 顶 部 为 木 质 结
构 ， 上 面 的 图 案 颜 色 依 然
鲜 艳 ， 中 央 的 横 梁 上 写 有
三 晋 乡 祠 的 建 造 时 间 。 拜
殿 前 后 有 八 根 红 柱 ， 雕 梁
画 栋 ， 无 论 是 结 构 还 是 装
饰 都 十 分 考 究 。 红 柱 底 部
的 石 墩 上 四 面 都 雕 刻 有 狮
子、麒麟等图案。两面墙壁
上各有一扇圆形窗户，墙上
红漆斑驳。

据 拜 殿 旁 边 的 版 面 介
绍，三晋乡祠由晋商修建于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公 元 1778
年）， 距 今 已 有 200 多 年 历
史 。 漯 河 曾 是 “ 江 南 百 货
萃，此处星辰罗”的“水旱
码头”，成为商贾云集之地，
三晋乡祠就是在漯河经商的
晋商所建，凝聚着河上街船
运商贸文化的历史。它是目
前漯河市区保留下来的唯一
的古建筑。

“当时，漯河交通便利，
商业繁华，商贾云集。山西
商人在今西大街建立了山西
会馆，即三晋乡祠，繁盛一
时。”万文学告诉记者，后
来，漯河的水运功能逐渐减
弱，随着山西商人的撤离，
三晋乡祠逐渐沉寂，后被改
建为学校。

据 《寨内村志》 记载，
1945年 10月，在山西会馆及

励行中学旧址上创办河南省
立郾城中学，于 1946 年春开
学。1949 年春，以省立郾城
中学以及私立培英中学、召
陵中学、隐北中学教师为基
础，组建了漯河市立中学。
1958 年秋校名改为漯河市第
二中学。

三晋乡祠还是一段难忘
历史的见证者。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
胜利前，漯河是日本侵华部
队第 115 师团司令部所在地，
南阳、方城、信阳、周口、
许昌、郑州等地日军，均由
此地日军管辖。1945年8月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
降，漯河成为中国战区 15 个
受降点之一，而受降具体地
点就在三晋乡祠。而今，这
里成为我市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在记者采访中，只要提
起三晋乡祠，附近居民都充
满自豪感。居民们对现在的
生活环境也感到很满意。“西
大 街 是 一 条 老 街 道 。 你 看
看，现在它改造得多好，路
面 干 净 整 洁 ， 环 境 优 美 宜
人。晚上想出门遛遛弯，就
去 河 堤 公 园 里 ， 风 景 非 常
好。住在这里，我们心里挺
美的。”70岁的居民闪兆国告
诉记者。

记者在西大街还采访了
几 位 老 人 。 67 岁 的 毛 胜 军
说：“这条街墙壁上展示着
漯河的老照片，走到这里就
忍不住多看上几眼，那些往
日 场 景 都 藏 在 我 们 记 忆 深
处。”

三晋乡祠见证昔日繁华

西大街是漯河的老街道
之 一 ，有 着 独 特 的 历 史 余
韵 。 在 西 大 街 的 改 造 过 程
中，源汇区顺河街办事处根
据西大街的历史背景，在街
道北侧墙壁上展示出老漯河
的一些历史故事及一些古建
筑图片，而南侧墙壁上则展
示着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该
辖区泰山中路社居委主任杨
书哲告诉记者：“通过整治提
升，这条街保留了老漯河的余
韵，打造了街道文化墙，路面
平整，老街道焕然一新。”

“从西大街走到河堤，不
仅能感受到居民们有温度的
生活气息，更能从墙壁板块上
知道这条街和‘水旱码头’的

历史变迁。”在河堤散步的市
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这里住着
不少“老漯河”，没事时听他们
讲过去的事情，再看看雕梁画
栋的三晋乡祠，一段历史，仿
佛触之有温。

走在如今的西大街，水泥
路面干净整洁，街道两旁屋宇
错落，家家户户飘散着俗世的
辛香。居民们在这里延续着
安静恬淡的日常生活，附近的
河堤景美如画。虽然城市建
设日新月异，可老街巷的印痕
依旧保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
保留在墙上的老照片里，保留
在三晋乡祠斑驳陆离的雕花
彩绘里，以历史的韵味与悠远
之美，独淳一方。

历史足音在老街道上回响

如今的西大街，道路干净整洁。

昔日停泊在沙澧河码头的船只。
资料图片

三晋乡祠如今只剩下一座拜殿，诉说着200多年间的岁月
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