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老爸爸是是个个足足球球迷迷

苗向东

老爸是个足球迷，四年一度
的世界杯来了，他坚持要看直
播，我们全家人都反对，为此他
非常不爽。

父亲很爱好体育，年轻时参
加矿里的运动会，百米赛跑还拿
过奖。他还爱好打篮球、排球，只
是矿里没有足球场，没能让他过
上足球瘾，于是特别爱看足球。
可是老爸今年已经80岁了，又患
有心脏病、高血压，既不能熬夜，
更不能兴奋与激动，怎么能后半
夜起来看直播呢？可是他却说：

“世界杯，四年才一次，看了这
次，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了，为
此这次一定要看。”所以在世界
杯开赛前，我们家庭气氛很紧
张。我爸这人性格很犟，你要顺
着他，他啥事没有。你要是不顺

着他，他很可能就要生病。
这不，世界杯第一天，在大

家反对声中，他没能看到直播，
第二天去社区保健房理疗时，他
突然脸色惨白，一位工作人员赶
紧跑回来叫家人，当我把父亲送
到社区医疗站一测血压，低压
40，高压240，医生说赶紧送医院
吧。当我把父亲送到区医院，医
生一检查，说马上住院。

父亲一听说要住院，就不干
了，说：“我不住院，我要看球。”
医生说：“按照规定，你还必须进
ICU。”老爸又说：“上次我不舒
服，晚上九点送来的，就在观察
室吊了几瓶，后半夜就回去了。”
这位医生不高兴了，说：“那你去
找那位医生吧。”

我想世界杯时间长，对于老
父亲来说今年这是一道坎，如果
放在家里，说不定啥时又会出状
况，还是住院得好，于是劝说道：

“还是听医生的，住院吧。”父亲
也退了一步，说：“如果医院有电
视看，我就住院。”我便问医生病
房里有没有电视，医生说高干病
房有。于是我赶紧说：“那就住高
干病房吧，一天多少钱。”医生

说：“不是钱的问题，一来你不够
格，再说也已经没有床位了。”

那可怎么办？父亲说：“听说
省立医院病房有电视。”我想那
离家太远，每天送三餐饭够跑
了。我向医生寻问了住院部的有
关情况，既没有电视接头，也没
有电脑联网线。父亲听到这些，
在一旁说：“不住院，回家去。”

这时老妈也赶到了医院，一
看检查结果，马上说：“我说老头
子啊，你这两年好好的，这世界杯
一来，你就出状况，这足球害死人
啊。”老爸不高兴了，说：“你说，为
了你，为了这个家，我烟戒了，酒
戒了，现在就爱看个足球，还不
让，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老
妈知道病不起，最怕家人生病。她
退休早，退休工资不多，父亲退休
工资高，母亲还指望他多活几年。
但看到父亲这个样子，于是坚持
说：“一定要住院，要是在家里，出
个什么状况，可能就没命了。”

但父亲坚持一个底线：就
是要看足球。于是我说：“要不
这样，就在这里住院，我把我的
手机给你看足球。”父亲知道我
工作离不开手机，再说那手机

也太小。说：“那手机哪能和电视
比。”没办法，我便说：“要不，我
给你买一个大屏幕的手机。”

老爸老妈勤俭节约惯了，我
早就想给他们买手机，可他们一
直没同意，要么说不会用，要么
说没啥用。但此刻，父亲笑了，
说：“那还差不多。”弄得妈妈也
笑了：“你这死老头，这又要花多
少钱。”

父亲同意住院了，但我也与
父亲“约法三章”：“不能后半夜
看直播，也不能一天看三场……

父亲总算同意了。就这样，我帮
父亲办住院手续，然后又去买了
一部大屏幕手机，办了一张看世
界杯的套餐。当父亲躺在床上，
看着足球，不到一周，各项指标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要求马上
出院，但医生坚持说再观察一
下。

只要有足球看，父亲还是很
安心地听医生的话，安心地住
院。看着父亲津津有味地看着足
球赛，我真希望，下一届世界杯，
父亲仍能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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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城里大街57号，一个挂
着“烟台市盲人按摩诊所”招牌
的大宅院十分引人注目：透过
灰蓝色的木质街门望进去，过
道里斑驳的老墙上，文化大革
命时书写的毛主席语录还赫然
在目，院子里粗大的红色立柱
撑起了雕花的外廊，高大的厅
堂，蓝色的精致木制门窗，花池
里遮天蔽日的笔直树木。这座
老宅在老旧的所城里大街上，
颇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

笔者在向阳房管处魏师傅
的引领下来到了这个大宅门。
大门进去，三进院落，坐北朝
南。主体建筑三进正房，每进5

间，每进院落有东西厢房各三
间，全部为砖石结构，过道居东
或居中，依次排列。第一进房的
正厅有外廊，正堂三根红色的
立柱撑起一个走廊，廊檐和房
架上的精致木刻雕花，至今保
留完整。院子里硕大的花池里，
蓬蓬勃勃地生长着一棵高大的
水杉和一棵丁香，还有烟台随
处可见的无花果树也正枝繁叶
茂。在正厅东侧，穿过一个长长
的过道，进入二道院。过道两侧
和所有房子窗户以下的墙体均
是用打磨平整的大青石砌成，
严丝合缝。二道院子里两边的
厢房挂着锁，墙头上西南角的
一树梧桐花盖着青砖小瓦的墙
头，最北面三道院的正房和东
西厢房也都锁着门。从二进门
的过道望过去，颇有点庭院深
深的感觉。三道院子里的东西
厢房的前面各有一块巨大的元
宝状青石头，好像是从哪里拆
下的底座或者支架，静静地躺
在院子里，看着寒暑几度，花落
花开。院子东南角的一棵杨树，
在暖暖的夕阳里，伸展着嫩绿
的叶子。

这是一栋什么人建于什么
年代的建筑？魏师傅也说不清
楚，只知道过去是一大户人家的
宅院。他说，前几年风靡一时的

《还珠格格》剧组曾在这所大宅
的客厅里拍过容嬷嬷的戏。遍查
资料，关于这栋建筑的建设年
代，在烟台的史学界也是众说纷
纭:同济大学和鲁东大学的一些
专家、学者研究后认为是明朝的
建筑;也有人认为是清朝的建筑，
莫衷一是。笔者最近经过将近一
年的探究，部分揭开了这所大宅
院的冰山一角。

据原先居住在所城里的刘
荣辉(音译)老先生介绍：所城
里57-59号一溜三处老宅原先
是他家族的住宅，其中57号是
他二爹刘润福的房子，59号是
他三婆的房子，他家的房子居
中是58号。过去所城里传说有
钱的人家有句顺口溜:“烟台的
刘润福，福山的赖方浦”，由此
可见刘润福在当时应该是富甲
一方的。解放前夕，刘润福全家
去了青岛，上世纪50年代80多
岁的老人病重，不愿意客死他
乡，跟刘荣辉的父亲商量回烟
台，后来死在他家里。二妈和他
的孩子们则一直在青岛居住。

刘荣辉老先生说：刘润福
的房子三进院约30几间，一进
院是一个花池，一般栽个丁香
什么的花花草草，现在的杉树
肯定不是二爹他们栽的。一进
院的正房是三间大客厅，东边
一个通向二进院的内过道，二
进院正房是主人房，三进院一
般是下人房。三进院北屋的门
有二道，第一道是风门，镂空贴
纸，第二道是木制的房门。所城
里大街57号解放后就公管了，
上世纪50年代初曾作为派出所
使用，后给了社会福利院-麻
绳厂-缝纫机厂等，现在属于
向阳房管处的公管房。

刘润福家的祖上据说是闯
关东的二兄弟回到烟台后发展
起来的。兄弟二人一人住在上
夼，一人住在所城里。住在所城
里的那支在北门里开磨坊为生。
发迹据说是在烟台开埠后，祖上
开起“大成栈”货栈以后的事了。
当时的货栈主要是采购、仓储、
买进卖出，发财以后弟兄几个分
家，分别盖了现在的所城里57-59

号三座大宅，刘荣辉说57号盖得
比他家的58号还要晚。

关于“大成栈”的详实史料
目前已无从查找，从现存的一
鳞半爪中管中窥豹可略见一
斑 :毓璜顶公园玉皇庙前的碑
廊里有两幢石碑《毓璜顶记》和

《重修毓璜顶记》，背面详细记
载了咸丰11年(1861年)、同治5

年(1866年)和光绪19年(1893年)

烟台工商界中500余家商家和
个人，为重修毓璜顶工程捐款。
名列第一名的是“大成栈”，捐
款60千文。其余的各号捐款20

千至3千文不等(摘自《毓璜顶
文化》刘正中、王家振《烟台晚
清商号知多少》)

“大成栈”是当时烟台商界

的八大家之一。所谓的“八大
家”是指当时左右了烟台商界
的八家大买卖。他们是“义昌”
徐诤臣、“大成栈”王子超、“顺
盛”张介堂、“双盛泰”王心斋、

“恒茂”于紫恒、“洪泰”刘云弟、
“协茂”黄荫南、“福泰”郑百雄。
除“福泰”郑百雄来自广东外，
其余都是借助当地人的优势办
行栈起家的。

行栈是烟台开埠以后一个
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开埠通
商后，随着土洋货进出口贸易
的扩大，经营范围广，收益稳定
的商行成为各大商人竞相涉足
的领域。当时烟台商埠内，“商
家则以行栈为最巨”。19世纪80

年代后，除店铺摊贩零售业外，

凡是大宗交易都要经过行栈之
手来进行。当时烟台当地最有
势力的商人是各种行栈。“大成
栈”估计是顺应了当时的潮流
发展起来的。

所城里大街58号和59号的
房子格局基本和57号是一个模
式。只是59号的二进院拆了磨坊
后加盖了一座二层小楼，高过了
58号和59号的房子，为此刘荣辉
老先生说：他的婆婆(即奶奶)当
时还不太愿意，嫌二层楼高过了
自己家的房子影响风水，后三婆
家在二层楼的西山头上挂了一
个福星高照的牌子才了结了此
事。刘荣辉小时候还经常看到这
块牌子，他的婆婆如果活着的
话，现在也是140-150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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