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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营老街，延伸千米，已经有上千年历

史。沿街排列着一座座老宅，有的是高门楼大

宅院，虽然墙皮脱落，瓦顶塌陷，但仍不失昔日

的肃穆和辉煌。门店的门板上是年深日久的

黝黑色，但仍可以看出质地和颜色。午后的阳

光似金辉涂抹在门板和青砖黛瓦上，更给这条

老街增添了古铜色一般的厚重。和老街并行

的还有一条街，就是新街。新街宽阔，两边高

楼林立，商铺鳞次栉比，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

红酒绿，那是一条繁华的街道。而这条老街白

天宁静、夜晚清幽。在年轻人眼里，大营这条

老街偏僻简陋，破烂不堪，古老沧桑，和日新月

异、热闹非凡的新街格格不入。

而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依然是昔日老街的

繁荣景象。一街两行商贾云集，白天车马声、

叫卖声不绝于耳，彻夜还是灯火通明。在这些

老人们日渐依稀的记忆里，岁月始终不可磨灭

他们对于大营老街繁华时光的怀念。老街上

的老房子虽然无言，但它们和这些老人是一样

的心境，都在安详地静等岁月的变迁。大营的

繁华始于久远的年代，大营镇上的大营村因古

代屯军而得名，是一个有着2700多年历史记载

的村落，春秋时期便已存在。

大营村西依群山，东衔平原，是宛洛古道

上的重镇，也是隋唐以来豫西汝州、鲁山、宝丰

三地交界处商品物资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自古

便极为繁荣。宋代，大营村冶铁、采煤、制瓷业

发达，被赐名为“兴宝镇”。如今，大营老街上

再也听不到踏踏的马蹄声，也听不到铁轱辘牛

车轧在石板路上那咣当咣当声。

许多老宅还在，铺面还在，只是再也看不

到忙碌的店主和络绎不绝的行人。被悠久岁

月打磨得光洁发亮的青石台阶上，只有静谧的

阳光和三三两两的安详老人。一座余家老宅，

门楼两边砖雕有鹿鹤和莲鱼，寓意“福禄长寿”

和“连年有余”。门楣上有墨写的“公共食堂”

四个大字，显然是1958年时兴公共食堂时的产

物。院后有座二层砖楼，顺着木梯上楼，房脊

檩上有毛笔写的“乾隆二十八年”字样。另一

座青砖黛瓦的房屋，圆拱门，圆窗户，应当是作

坊类的。

大营老街的冷落必定是从新街的兴旺开

始的。历史悠久的大营老街，经过岁月的洗礼

后，褪去一身商业气息，变得更加朴素，充满古

村优雅的气息。大营老街连着四通八达走向

幽深或是遥远的巷子，巷子弯弯曲曲，斑斓故

事、锦绣文章，全藏在这百转柔肠里了。人们

说大营有72巷，不知道现在还剩下几条巷，抚

摸着巷子上的青砖，思绪如缠绵的风在心头绕

结，脚步在巷子的石板上流连忘返。

沿着大营的老街向右走进一条巷子，巷子

围着一个方形的院落转了半个圈又回到了大

街上，这个方形的院子其实四面都建有土坯为

墙、黛瓦覆顶的房子，对着大街的一面是门面，

其他三面都是后墙对着巷子，一间一间的房门

开在院子里。原来这里曾是一家客栈。院内

的墙上有拴马石，但院内的老人告诉我，那是

拴骆驼的，因为比别的拴马石位置高。他还告

诉我村西还有个地方叫骆驼场，虽然他也从没

在那里见过一头骆驼。难道这里先前经常有

来自西域的驼队吗？不得而知。

在一条巷子的入口处，临巷有座老房子，

老门老屋，墙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木牌，上面

写着：“定制条机、方桌、苏椅等”。进得门来，

光头、精瘦、背微驼，正在锯木头的老头就是主

人老王。三间房子堆满了木料还有成品、半成

品的家具。78 岁的老王告诉我，他从 17 岁开

始，做了61年木匠，而且还是用手工雕花，用凿

子凿孔。老式家具的需求量不是很大了，但他

不会放弃自己的手艺，因为还有钟情老式家具

的人。而在另一条巷子里有一间理发店，理发

师傅看起来有65岁左右的样子，他刮光头刮脸

掏耳的功夫很到位，老街里的老人们很喜欢来

这里坐一坐、聊一聊，享受一番。

经过供奉火神、山神、地神、谷神、花神的

五圣祠，房子破败，早无香火，祠前路角一口老

井上盖着两块半截青石碑，其中一块是光绪年

间重修五圣祠碑记。逛了大营的老街深巷，大

营的山陕会馆也是要看的。一个村镇上能留

下一个山陕会馆也是繁荣的标志。山陕会馆

在大营村村南，在拐进会馆的胡同口，你会被

一座带着时代烙印的建筑所吸引。这个高6米

的建筑叫“宣誓台”，正面是毛主席和林彪的画

像，背面正中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两边分别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

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文革”期间，宣誓台前是人们背诵

毛主席语录、表忠心的地方。如今，宣誓台成

了一座院子上的一面墙。山陕会馆基本都有

关帝庙。大营的关帝庙坐北朝南，前为卷棚，

灰瓦顶，有明柱六根。三间正殿，檐下是龙首

形斗拱，殿内明柱八根，覆盆形柱础。关帝庙

内的墙壁上嵌有雍正八年的功德碑。大殿前

曾有三棵古槐，其中两棵已经枯死，剩下墙角

处的一棵枝疏叶稀，依然在看云卷云舒。

大营有一种风味小吃——琥珀馍。这种

小吃是先将肉炒烂、馍炒至焦黄，然后放入时

令菜一起烩制。看起来黄绿相间似琥珀，吃起

来软绵可口留余香。小吃相传由拉车下苦力

的劳动者发明。当时大营地区煤炭业兴旺，外

地人来拉煤时多带饼馍，吃时又硬又凉难以下

咽，到农户家借水喝时，好心的农家大嫂把馍

放自己家的锅里又加了些蔬菜烩了烩让拉煤

人吃，琥珀馍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

“双城”的由来

在大营繁华的街道上徜徉，你会发现许多

门店挂有“双城”的招牌，诸如“双城食府”“双城

歌舞厅”“双城旅社”等等。大营人对“双城”这两

个字情有独钟是有原因的，因为大营曾经叫过

“双城”。据《宝丰县志》和《大营镇志》记载，明洪

武年间，大营大规模驻军，此时的大营历经元末

的战乱已基本上变为废墟，官府就是在此时组

织流徙的百姓和驻军一起在大营四周筑起了寨

墙，吸引流离失所的百姓进寨生活，大营的繁华

逐渐又恢复起来。所谓的“双城”是指后来在大

营寨内又分别用高墙围起来的王、吴两座大

宅。幽深说往事，斑驳写古色，被称为“双城”的

古村大营是中国文化的一枚脚印。

据《宝丰县志》记载，仅明清时期，不大的

大营村取得秀才以上功名的就有221人。其中

最为显赫的除了太子傅吴垣，另一位历史名人

叫王之晋。王之晋、吴垣虽在一个村，但不是

同一时代的人。两人考取进士间隔60年。王

寨始建于明末，吴寨则建于清朝，吴寨在王寨

的东面。王寨的主人叫王之晋，是明代天启五

年（1625年）乙丑科进士，曾任兵科给事中，掌

京营，王宅被大营人称为“兵部府”。吴寨的主

人吴垣是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乙丑科

进士，以科举晋为翰林侍讲学士。吴垣的父亲

与庞应荐是朋友，庞家人丁不旺，其孙子庞鸣

风念与吴垣家世交情谊，以家产相许。庞死后

由吴家厚葬于大营村南，与吴家老坟相望，后

人称为庞家坟。吴家以御书楼为中心，将庞家

宅基与附近族人房屋连接起来，建成了吴家

寨，与王家寨毗邻，被大营人称为翰林府。于

是大营又被人们称为“双城”。

御书楼与半幅銮驾

吴垣在康熙四十年再次进入翰林院，经常

和太子、皇帝在一起讲解经史、起草诏书，备受

重用。康熙帝赐给他一幅御书。吴垣对御书

十分喜爱，当作无价之宝，在老家建了一座阁

楼敬奉，他把这座阁楼命名为“御书阁”，而大

营人则习惯叫“御书楼”。从大营老街到翰林

府要穿过几条胡同，胡同幽深，湮没了曾经阔

气恢宏的翰林府大院，如今剩下的只有一座被

称为“御书阁”的小院。御书阁面阔三间，坐北

朝南，墙体由青砖、青石混砌。室内有明柱两

根，木制门窗。如今这个小院里住的是吴垣的

后人——76岁的老人吴水旺。吴水旺说，祖上

留下来的家业很大，解放前后有的卖了，有的

分了。“御书阁”原先是两层阁楼，由于年代太

久，屋子漏雨，经吴水旺翻修后改为一层。吴

垣当过康熙的老师，也当过皇太子胤礽的老

师。吴垣在康熙五十四年告老还乡时，康熙帝

赐给他半幅銮驾和金瓜、朝天凳等珍贵器物，

派卫队护送到大营老家，并赐建了翰林府。康

熙当年赐给吴垣的“御书”被刻在一块两尺见

方的石碑上，如今就藏在吴水旺这座房屋内。

碑上刻有一首诗：风暖云开晚照明，翠条深映

凤凰城。人间欲知云和态，听取新诗玉管声。

“文革”期间，为了保住这块珍贵的石碑，吴家

人用纸把它糊起来，才躲过一劫。康熙帝赐给

吴垣的半幅銮驾里还有一个蟠龙墩。1926年6

月，樊钟秀的建国豫军进剿吴佩孚军围攻大营

时，炮弹落到吴寨，击毁了龙墩。半幅銮驾当

时经常被有钱人家借用在迎亲时充场面，解放

后存于县文化馆。

王之晋与杜宅兵部府

气势恢宏的兵部府如今只剩下一栋两层的

楼房，墙体用红石砌基，青砖垒墙，历数几百年，

依然坚固，古韵十足。阳光下这栋古宅静谧古

朴，但看上去却是那么孤单。看过风，见过雨，见

证过大营春秋的这栋古楼，它仍然是大营老街

的魂。在大营村南净肠河南岸，柏树森森，这里

立着王之晋的墓碑。碑文记载，他祖籍浙江，祖

上自洪武初以军籍迁居大营。到王之晋时，王

家已成为大营的名门望族。明朝崇祯时王之晋

为兵科给事中，宏光复兴时，掌兵、刑、户三块大

印，他的府邸当地人称为“兵部府”。

据说这府邸原来是姓杜的宅子，由杜宅变

王宅其中还有一个故事。明朝天启年间，当时

王之晋只有十三四岁，正在读私塾。他时常到

杜员外家唤杜员外的儿子一同去上学。一天，

王之晋偶然到杜家楼上去玩，时值盛夏，只见

杜员外坐在太师椅上，跷着二郎腿，手中摇着

蒲扇，逍遥自在地在楼上纳凉。王之晋站在楼

上放眼四望，远近景物尽收眼底，连楼前各家

小户的后院（茅厕）都看得一清二楚。王之晋

顺口问道：“杜大伯，您把楼盖这么高，可是什

么都看到了啊！”杜员外愣了一阵后，说道：“孩

子！好好上学读书吧。你只要前程进一步，我

就扒一层。”言外之意是你乳臭未干还想管

我？王之晋本来无意冒犯杜员外，只是顺口随

便说的，不想吃个没趣。从此，就再也不往杜

家去了，发奋读起书来。王之晋十六七岁时开

科考试。鲁、宝、郏等县的老师学生一同到汝

州考秀才。考上秀才的老师们又赶往省城开

封考举人。王之晋的恩师段先生把王之晋也

带上了。王之晋幸运地连科及第，这样的结

果，杜员外始料未及，他自认以前对王之普说

的话太过头，羞愧难当，便写了卖房契约，签字

画押，托人给王家送去，自己则带着全家老小

离开大营不知去向。从此，杜宅就变成王宅

了，此后大营人开始称这座宅子为杜宅兵部

府。大营繁荣的大街上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

故事。而大营的老街深巷，每一块砖，每一块

瓦，甚至每一道缝隙，每一缕光阴里，都珍藏着

一个个尘封已久的悠远故事。在新时代引领

下，古镇大营还会上演新的传奇。

作者简介 张振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平顶山市作协散文专业委

员会主任。1984 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人民日

报》《河南日报》《散文》《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

作品300多万字，出版有散文集《心泉》《幸福读

本》《时光里的印痕》《原乡》等，主编《平顶山地

名故事》《平顶山文学大系·散文卷》，主编市政

协文史资料专集多部。其作品多次获各种奖

项；多篇作品入选《中国散文大系》《河南省文

学作品选·散文卷》等。

大营老街
▢ 张振营

题引：大营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位于县城西部20公里，是大营镇政府所在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该村落始于隋唐，毁于元初，明洪武年间
（1392年），村镇复。北齐时在此设关驻兵以御北周，因系大本营，故名大营。宋时称青岭镇，后敕封兴宝镇，明初为吴、王二寨，清为大营镇至今。现在
的大营村总人口有1.2万人，分为大营一村、大营二村、大营三村、大营四村、大营五村和南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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