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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记忆·老街巷、老胡同系列（16）

市区北大街旁有“八大胡同”，因历史悠久而闻
名。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相对而言，胡同里的时光
似乎要慢一些。正因为如此，这些胡同留住了更多
的城市记忆。

“八大胡同”中，大王胡同和小王胡同相邻。大
王胡同中有一棵皂角树，长在房屋的夹缝之中，据说
已经有 200 年的历史；小王胡同过去曾有一个供水
点，在用水相对困难的年代，附近很多居民在这里排
队接过水。而大王胡同和小王胡同之所以“大王”

“小王”命名，与王氏家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还
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 记者毛迎文/图

核心提示

■ 200岁的皂荚树，见证王氏家族兴衰

小王胡同在大王胡同南边，与大
王胡同并行，两条胡同长度一致，不同
的是，小王胡同比大王胡同更窄。

“别看这条胡同窄，自来水管没有

通到各家各户的时候，这里可是比赶
集都热闹……”在小王胡同东口，85 岁
的王清云坐在自家门口的树荫下，悠
闲地啃着一穗玉米，看到记者将镜头

大王胡同、小王胡同：

“双惠胡同，王在其中其中””

9 月 8 日，天气晴朗。记者从市区
北大街拐入大王胡同。这条胡同东西
走向，路面比较窄，仅能容两辆电动车
并 行 。 沿 着 窄 窄 的 路 面 走 到 胡 同 中
央，一棵高大的皂荚树映入记者的眼
帘。

这棵皂荚树被夹在房屋之间，顺
着房屋的缝隙蜿蜒向上，高 10 多米，树
冠极大，秋日的阳光透过稠密的树叶
洒落下来，在地上、墙上“描绘”出斑驳
的印记。皂荚树上挂着一串串青色的
皂角，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这棵皂荚树有些年头了，是林业
部门登记在册的古树。”在皂荚树旁边
居住的市民王巧云说。在王巧云的指
引下，记者找到了挂在皂荚树上的一
块铭牌，上面显示这棵皂荚树树龄约
200年。

50 多岁的王应发是在大王胡同出
生、长大的，他就住在皂荚树下的房子
里。“这里的王姓人家和城西五郎庙、
城北苏桥官王的王姓人家是一支，均

来自山西省洪洞县。我们这一片王姓
人家的老祖爷是明末先贤王以旌，县
志上有记载。”王应发说。

1933 年出版的《许昌县志》记载，
王以旌是明末先贤，许州人，号聘庐，
天性孝友，博学笃行，曾在山东省东阿
县任县令。其当政期间，殚精竭虑，创
善政 15 条、剔旧制 17 条，百姓无不称
赞。

一天，按院姚东巡察到东阿，当面
嘉奖他：“二十七州县，唯王东阿循声
特著，若众共勉之。”至今，山东省平阴
县云翠山南天观内还有一通云翠山天
柱观记碑，由于碑文等是王以旌请 3 位
进士出身的高官于慎行、孟一脉、乔学
诗合作完成的，也称“三进士碑”。

王氏家族在许昌城内繁衍生息，
到王应发爷爷那一代已是民国时期。
王应发说，以前，王家十分殷实，不仅
在城外有地，还在南平定街有几亩菜
园。“可惜爷爷吸食鸦片，导致家道中
落，房产被变卖。”

清代鸿儒王渠是北大街人，恩贡
生，也就是被恩准进入国子监学习的
人。其性格耿直，博览经史，门下多知
名人士。清道光年间，许州知州萧元
吉修郡志时，聘其为编辑。后来，官府
了解到王渠品学兼优的事迹，对他渊
博的知识、精深的学问极为赏识，遂颁
发给他“笃学贞志”匾额一块，宣扬他
的德行。

许昌人李太和曾撰文记载发生在
大王胡同、小王胡同中的故事。清光
绪年间，王渠后裔一支住在大王胡同
里，一支住在小王胡同里。住在大王
胡同里的哥哥大王做生意发了财，生
活富裕；住在小王胡同里的弟弟小王
继 承 祖 训 ，苦 学 苦 读 ，过 着 清 贫 的 日
子。

一日，由于儿子结婚，大王把小王
请了过来。筵席上，小王指责大王不
顾祖宗遗训弃学经商。大王不仅没有

怪小王，还进行了自我检讨，并立刻派
人把小王扶到床上歇息。大王的雅量
受到了邻里的赞扬。小王吃着粗茶淡
饭，立志攻读，后来考取岁科贡生，做
了 儒 学 训 导 。 邻 里 都 称 赞 小 王 有 骨
气，小王却因邻里称他小王而闷闷不
乐。邻里暗笑他气量小，不能容物。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 1904 年），知
州润芳闻知此事，对大王胡同、小王胡
同的居民说：“大王不因财大而使威，
小王不因穷困而气馁，大、小王岂不是
双惠？”小王看到知州不因自己气量小
而贬低自己，遂主动向邻里及大王道
歉。知州看到小王知错能改，给邻里
树立了和睦的榜样，遂在两块匾额上
挥笔写下“双惠胡同 ，王在其中”8 个
字。这两块匾额分别悬挂在大王胡同
和小王胡同门楼上方。遗憾的是，这
两 块 带 有 古 风 轶 事 的 匾 额 均 毁 于 战
火。

■ 一段佳话流传百年

■ 小王胡同曾有一处供水点

对准小王胡同，她热情地介绍起了这条
胡同的变化。

王清云自结婚后就生活在小王胡
同，如今，她的儿子已经快 60 岁了。据
她回忆，小王胡同东口曾有一个供水
点，供应附近几条街道的居民用水。“说
是供水点，其实就是一个水龙头，大家
都来这里排队接水。为了遮风挡雨，水
龙头上面盖了一个小棚子，有人专门看
管水龙头，并且负责收钱。”王清云说。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自来水
一分钱一挑，一挑也就是两桶，附近家
家户户吃水都要来这里买，小王胡同经
常排着长队……”60 岁的马书刚居住
在小王胡同旁边，他对排队接水的场景
印象深刻。

资料显示，1960 年，许昌市自来水
厂成立。由于各种原因，1977 年，我市
城市供水生产能力每日只有 1.35 万立
方米，几十户甚至上百户居民在一个水
龙头下排队接水的现象屡见不鲜。

随着许昌市工业的发展，柠檬酸
厂、造纸厂、毛巾厂等用水大户越来越
多，地下水位明显下降，很多水井开始
干涸。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许昌城区
缺水严重。据老人回忆，当时，天平街、
南大街地势最高，自来水厂用水车拉水
供附近居民饮用，很多人从夜里就开始
排队。“卖馍不卖粥，理发不洗头”的顺
口溜形象描绘了当时许昌缺水的状况。

“这些年许昌变化太大了，我年轻
的时候胡同里一眼望去都是低矮的草
房，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居住环境改
善了，自来水也早就通到了各家各户，
小王胡同的供水点也消失了……”王清
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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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大王胡同、小王胡同附近的北大街 市档案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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