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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城一楼的巍峨，一街一巷的婉约，一砖一瓦的古朴，一草一木的荣枯，构成了古城独特的风景。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平遥古城，“独一无二”也许最为恰当。
    曾经有一段时期，当“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等荣誉络绎而至时，古城失去了往
日的宁静。
有人兴奋，有人沉醉，还有人疯狂地在这块文化资源丰富的宝地上。
“挖金”。
挖得有些根基不稳，挖得有些山穷水尽。
这时，一批有文化良知的研究者仿佛听到一个声音：“个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
什么意义的。
”人们开始懊悔，开始反思。
    懊悔之余，人们渐渐变得理性，隐隐感觉到了历史所赋予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2007年，在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GHF)的资助下，平遥县人民政府启动了平遥古城物质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挖掘工程，复建筑、复工艺、复传统、复文化，力求用国际先进理念、先进技术，指导平
遥的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平遥县米家巷12号院，由平遥县人民政府与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GHF)合资修复完成。
在这里举办的文化论坛——“陶坛”，已经成为向世界展示平遥原始文化元素的重要基地。
“陶坛”的创办，意在进行平遥文化的修复，培养平遥人的文化自豪感、文化认同感，提升平遥文化
软实力。
    “陶坛”着力于珍存口述历史，秉持生活原态、语言原貌、文化原味的理论自觉，在一街一巷中搜
寻历史的足迹，从一砖一瓦间提炼古城的文化。
    “陶坛”二字，意蕴深远。
平遥古称“平陶”；陶有“教育、培养”之意；陶器古老、实用且存在于民间，故“民间性”是“陶
坛”的基本特征。
坛既是容器，又是场所，将“陶坛”打造成一个弘扬平遥文化的坚强阵地，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陶坛”旨在提炼每一场没有专家的讲座，用四十五分钟剖析古城的每一个文化细胞，规律性、持
续性地发掘平遥文化的点点滴滴，还原一个真实的平遥古城，彰显其独特的城市性格与气质。
    “陶坛”开创了一种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文化挖掘方式，不规定题材，不设置门槛，兼容并包，
兼收并蓄，从点到面，渐次展开，相互印证，逐步深化。
口述者既有“人文生态”的记录者，也有历史文化的研究者，且不乏源自一线的“历史当事人”的声
音。
他们运用平遥方言，叙述古城传奇。
所述内容通俗、生动、自然、本色，不尚雕饰，朴实无华，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通过众人的努力，用多种形式勾勒出一个真实、鲜活的平遥古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不要忽略，责任的力量，协作的力量，大众的力量，陶坛的力量⋯⋯或许会矫正扭曲的文化现
象，派生新的文化体系，解开某些历史谜团，诠释古城恒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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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裴鸿恩，汉族，1943年出生于平遥城内雷家街，曾任平遥推光漆厂副厂长，被评为山西省一级工艺美
术师，擅长绘雷、武术。
多年来潜心致力于平遥人文轶事的收集整理工作。
这本《往事不寂寞(裴鸿恩口述平遥轶事
)》就是他的成果之一。

从小到大，对平遥的文化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古城的人，古城的事。
聆听、收集这些故事成了裴鸿恩日常生活的—部分。
这些人，这些事，听过之后便难以忘记。
闲暇的时候，读《往事不寂寞(裴鸿恩口述平遥轶事)》，讲述往事，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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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升昌、蔚泰厚都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票号。
复兴公禀号和凉帽铺是同一个东家，叶公馆是平遥的一处豪宅，被凉帽铺和复兴公的东家买去，因此
有了“叶公馆，改门牌”的说法。
那么，在平遥民谣里，为什么会把凉帽铺、复兴公与日升昌、蔚泰厚相提并论？
东家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凉帽铺和复兴公的东家叫庞显贵，是平遥金庄人。
他的祖父曾经做过官，是名扬三晋的大富商。
后来，因为他的伯父抽鸦片，把家里抽得一贫如洗，他的父亲也早早地去世了。
庞显贵年轻时，家境非常贫困，种着五六亩薄田，母亲和妻子在家织葛布、编裤带，编好以后他就背
到城内，在南街上花园口摆摊卖掉，以此为生。
    庞显贵四十来岁，身材不高，全身上下补丁有六七块，穷极无聊。
他为人非常忠厚，而且小时候熟读五经四书，时常与人谈古论今，人们感觉他啥也懂。
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十分孝道，挣下点钱赶紧给他母亲割牛肉。
    光绪年问的一天，庞显贵的小摊上来了一个老太太，约有七十来岁，身穿绫罗绸缎，带着一个十五
六岁的小伙子，买了十来根裤带，还买了一丈多葛布。
当时，买东西的人很多，这位要买这，那位要买那，这老太太买了东西，就把一根沉香木拐棍落到庞
显贵的小摊上了。
    下午，庞显贵做完买卖正要回家，才看见老太太遗忘的这根拐棍。
这根拐棍非常沉，庞显贵细细一看，这可是沉香木的呀！
他知道，沉香既是名贵的木材，更是珍贵的香料和中药，早在宋代就达到“一片万钱”的价格，在明
、清两代，宫廷皇室都崇尚用此木制作各类器物。
    庞显贵不敢回家，等着失主来找这根拐棍。
做买卖的人一个个都收摊了，临走时对他说：“显贵，回吧，人家不来拿了。
”庞显贵想，丢了拐棍的人一定很着急，再等等吧。
    这丢拐棍的人是谁呢？
是“蔚”字五联号的掌柜毛履泰的老母亲。
说到喜村毛家，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十分有钱，是平遥四大家族之一。
回去以后，老太太放下裤带和葛布就睡了觉。
一觉醒来，才发现拐棍找不到了。
这是落到哪里了？
就告她儿子毛履泰：“妈妈的拐棍也丢了。
”毛履泰说：“妈，你想想，丢到哪里了？
”“大概是丢到南街上那个卖裤带的穷小子的摊上了。
”“你和谁相跟的？
”“和二小相跟的。
”“二小，去给你祖奶奶到那摊上找找拐棍。
”二小说：“早就丢了，他哪里还会给呢？
看看他穷得那副样子，那个拐棍贵成那样，那么好的东西！
”“你去吧，好歹去碰碰！
”二小领命去了街上。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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