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秀荣坐在许家木匠铺老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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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木匠铺：曾为高志航烈士做棺材
□记者 梁照曾 文 / 图

南寨新街 23 号是许家木匠铺。 87 年前，冒着被日
寇轰炸的危险，许家木匠铺的木匠许正吉带领徒弟，连
夜为烈士高志航做棺材，被传为佳话。

近日，记者探访南寨新街 23 号许家木匠铺，老木
匠许正吉早已辞世， 其儿媳妇化秀荣及后人仍居住于
老宅院。 生于 1930 年的化秀荣告诉记者，许正吉是商
水姚集人，生于 1886 年，兄弟三人，许正吉排行老二。
上世纪初，许正吉和三弟来周谋生，许正吉在新街路西
租门面楼开了一家木匠铺。

1937 年冬至，当人们忙着包饺子过节之际，一阵爆
炸声打破了节日的祥和。 位于周家口城南的周家口机
场遭到日寇战机轰炸， 驻守在周家口机场的中国空军
第四大队队长、王牌飞行员高志航殉国。 许正吉受命为
高志航做棺材，收敛英雄遗体。 当晚，许家木匠铺灯火
通明，许正吉带领徒弟做棺材。 棺材做好后，许家油漆
铺的老板、漆匠许性明带领徒弟，为棺材刷漆。 此段家
国史成为老宅院几代人的珍贵记忆。

“1946 年，我 16 岁，从丁字街化家铁匠炉嫁到新街
许家木匠铺。 ”化秀荣说，她父亲叫化平天，是丁字街铁
匠炉行业有名的铁匠，育有三女，化秀荣是老二。 化秀
荣是商水化河人，她家和公公家相距不远，两家知根知
底。 她笑称，以前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所以，她
比丈夫许卓善大两岁。

“我嫁到许家后，为一家人和店里的师傅、学徒做
饭。那时候，虽然家里开着店，但日子过得很艰苦。市面
上的面粉很贵，杂粮稍微便宜一些，家里人口多，吃饭
以杂粮为主，大多时候一天两顿饭。 ”回忆新中国成立
前的苦日子，化秀荣叹声连连。 “现在，我们是生活在蜜
窝里，经常吃鱼、肉、白馒头，老百姓的生活比旧社会的
大地主、大资本家还好！ ”化秀荣说。
许卓善、化秀荣夫妇育有三子两女。 1955 年公私合

营，许家木匠铺被合并到木器厂，许正吉父子进入木器
厂工作，吃上“公家饭”。 1958 年，许正吉父子和师傅们
在老洋桥（今中州大道跨沙颍河大桥）南头建造了跃进
门、跃进塔。

化秀荣的子女中， 只有大儿子许鸿伟继承了祖传
手艺。 许鸿伟生于 1950 年，15 岁进入木器厂工作。 他
说，木匠活儿分很多种，做家具叫小木活儿，建房子叫
大木活儿，做木模叫木模活儿……他家以做家具为主。
1964 年，许鸿伟的爷爷许正吉去世，享年 78 岁。

许正吉父子和师傅们建造的老洋桥跃进门。（资料图）

现在的许家木匠铺老屋是上世纪 60 年代在旧址上建造的，以前的木匠铺是两层砖木楼。

许鸿伟向记者展示其父亲40 多年前做的衣柜。

许鸿伟在修老屋的门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