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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书 快 讯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的突厥
骑兵几乎颠覆了一个盛世大唐，被回纥骑兵拯救的大唐
帝国在苟延残喘中崩溃。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和西北边疆
已失去，这些地方不仅是重要的军事防线，而且是军马的
主产地。北方有契丹（辽），西北有西夏，西南有大理，这些
产马地尽落游牧民族之手，导致宋朝只能以步兵的血肉
之躯抵挡铁骑的冲击。

宋军的所谓骑兵徒有其名，实际大多都没有马。宋仁
宗时，“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宋神宗时，

“河北马军阙马，其令射弓一石者先给马，不及一石令改习
弩或枪刃”。看《清明上河图》，即使繁华如汴京，商贾如云，
但马车和骑马的人都比较罕见。在当时，马匹贸易实际就
是军火贸易，遭受各方管制。

金灭辽之后又灭北宋，宋帝国位于北方的军马基地
尽失，更缺马匹。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奢靡之风更盛。马
匹的短缺使轿子成为贵族富商的主要交通工具，马车也
改成由人拉动的“太平车”。面对金人的铁骑，“岳家军”只
能以步兵的钩镰枪应战。即使有新发明的火器助阵，宋朝
的胜利也只能做到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宋帝国是当时
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等到最后一个军马产地大理被蒙
古人占领后，就已经注定了被马上民族征服的命运。

马上皇帝朱元璋戎马数十年，终于推翻了蒙古统治
者。因此明王朝极其重视马的军事意义：一方面成立专门
的马政机构——太仆寺和苑马寺，太仆寺由兵部直辖；另
一方面鼓励民间养马，15丁以下养马1匹，16丁以上养

马2匹，每2年交1驹，可免交一半粮草。
在这种国家战略促进下，明代骑兵在永乐年间达到

鼎盛。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淇国公邱福率精骑十
万北征，结果全军覆没，但仅用半年又重新征发了30
万骑兵。嘉靖以后吏治腐败，主要产马地河套失陷，马
政严重荒废。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但查战兵、车
兵、选锋共五千，共少马四千余匹”。崇祯初年，袁崇焕
想组建关宁铁骑，以骑制骑，却深受无马之苦。明朝历
代名将都提倡以车制骑，这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满人入主中原后，为了统治维稳，对汉人实行严厉
的禁马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养马，还禁止汉人骑马。同
时，为了保持骑射传统，甚至不惜迟滞火器的革新。
1860年9月21日，蒙古铁帽子王僧格林沁率领25000
名八旗骑兵，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对 3000 名英法联
军展开了一场伏击战。这是一场热兵器与冷兵器的对
决，手持长矛和弓箭的八旗骑兵遭到工业时代枪炮的
无情绞杀。4个小时后，数万八旗骑兵全军覆没，英法
联军仅损失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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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小冬，人称“梨园冬皇”的中国第一女老生。
舞台上的她，一生都扮演着谈笑间运筹帷幄、指挥
千军万马的大丈夫；生活里的她，经历了爱情的百
转千回，浴火重生，成为余孟流派的一代宗师。

杜月笙，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具有多种面
目、多重性格，出入黑道、白道，活跃于政界、商界，
他的一生都是惊心动魄的传奇。

如此传奇的两个人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本
书不仅是杜孟两人的感情戏，也是一幅京剧发展
的路线图，还是一部民国风云史。

《上海往事：杜月笙·孟小冬》

历史和文化相融，美食与思念下饭。
吃，可以疗伤；吃，可以思乡。每个人心中的

家乡拼凑在一起，就成为一幅江湖地图，家乡的
食物是故土的味道，儿时的老地方是我们味蕾深
处最深刻的怀念。

本书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家乡美食，穿插各地
人文历史、地方文化，注重美味的同时，更诠释了
美食背后的故事。作者以随笔散文的方式，配上
多张图片和制作方法，用味觉牵线，将游走在外
的脚步和思绪相连，快乐或感动，都将在嘴唇碰
触的那一刻突然有所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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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一碗乡味儿》

永不消失的文化记忆

28个村庄的村史见证洛阳发展变迁,
92万字的《消失的村庄》近日出版——

2012年8月16日，本报刊发《编修村志，留住文化记忆》一文，对洛龙区档案史志
局组织编纂《消失的村庄》进行报道，引发社会关注。近日，记者获悉，该书已经出版，
共计92万字。

《消失的村庄》主编、洛龙区档案史志局局长马正标说，该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洛
龙区各村无完整历史档案的空白，也记录了洛阳新区建设史中的一些独家记忆。

好 书 连 载

在洛阳新区开发建设过程中，洛龙区首批包括矬李
村在内的28个村改居村庄，几乎一夜之间湮没在机器
轰鸣中，之后陆续建起以龙字号排序的城市社区：龙瑞、
龙泰、龙康、龙腾、龙富等。

从种地到失地，从村居到楼房，他们住进宽敞舒适
的居民小区，身份也由农民变为市民。村庄里那些古老
的传说、淡忘的记忆、散失民间的珍贵资料，也逐渐从人
们的视线中消失。

为保存并记录这些珍贵的历史，去年 2 月 28 日，
洛龙区档案史志局召开《消失的村庄》编纂工作动
员会，来自 28 个原征迁行政村的史志编修人员和
有关乡镇（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等 60 多人组成编修队

伍。他们年龄大多在 60 岁以上，其中不仅有大学教
授、工程师和退休教师，还有土生土长的农民。

编修人员走村串户，搜集各村历史沿革、搬迁纪
事、风土民情、特色民俗等文史资料，并实地采集老
照片、家谱、证书等资料，使各村庄的历史轨迹更
加清晰。

2012年6月底，《消失的村庄》一书初稿完成；2012
年11月，第三稿完成；今年7月，正式出版。

全书将 28 个村庄的历史沿革、农业生产、群众生
活、历史事件、文化教育、村风民俗等分为18个专题，逐
一进行介绍，包括92万字的文字资料和200多幅插图，
是一部村史“百科全书”。

在此次编纂过程中，难能可贵的是许多“独家发
现”，见证了这一地区的一些独家记忆。

王圪垱村的“跑经”就是其中一个。“跑经”在过去是
一种民间文艺表演形式，即边跑（舞）边念（唱）经（曲）。
过去，村里的人们祈求多子多福，每年的正月十四晚上
到正月十六晚上，村民在村口搭上棚子，摆上送子奶奶
的牌位，桌上放着贡品和泥娃娃。白天，女人求子，晚上
红灯高挂、人头攒动，“跑经”就开始了。

“跑经”有单人跑、双人跑、三人跑等，唱词在20世
纪 20 年代前是佛经，之后变成自编自唱，内容健康向
上、劝人向善。如今，“跑经”也随着城市的变迁消失，但
这种说唱方式在洛阳是首次发现。

过去，农村的丧葬习俗都是土葬，《消失的村庄》一
书对每个村的土葬文化都进行了介绍。

比如在陈李寨村，土葬包括烧落气纸、报丧、哭丧、
穿老衣和丧服、停床、入殓等；在魏屯村，土葬包括穿衣、

移草铺、报丧、撒孝、礼鞋、净面、送亡魂等。
洛阳地区人杰地灵，从古至今诞生了许多名人大

家。在此次编纂中，首次对刘健进行了重点介绍。
刘健，字希贤，人称刘阁老，明朝洛阳县（今古城乡

魏屯村）人。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刘健考取进士；
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任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弘治
十一年（公元1498年）春，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他常常知
无不言，竭忠尽智，向孝宗皇帝上疏国策，成为明代弘
治中兴功臣之首；嘉靖五年（公元 1526 年）三月卒，享
年94岁。

此外，从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遗留下
来的远古人类生存的村落矬李村遗迹，感受到伟人邓
小平之父邓绍昌来洛寻根问祖的脚步，回顾冯玉祥将
军戎马之余慕名前来王圪垱村寻拜司马光故碑的儒
将风范，古往今来皇帝贵胄、社会名流拜谒关林、龙门
的盛况……

马正标说，村落是华夏民族最基本的传承单
元，是中国作为农耕社会最本质的东西。城市化
的进程，让这些过去的村落成了“消失的村庄”，
但村庄的历史应该保留下来，传给后代。该书填
补了洛龙区各村无完整历史档案的空白。

马正标说，河洛地区是中华 5000 年文明史的
重要发祥地，13 朝古都洛阳又是最核心的部分。
洛阳城是中国乃至世界开发建设最早的城市之
一，进入 21 世纪，洛阳新区发展是这个城市的新
篇章和延续。世世代代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彻底走
向城镇化，河洛儿女面对历史大潮，把自己赖以
生存的土地、村庄、河流都贡献给城市建设，可歌可
泣。

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一负责人说，近年来，我市
经济发展飞速，很多村庄都具备编修村志的条件，
希望更多人关注村庄文化，早日掀起编修村志的
热潮，因为“留住文化记忆，这才是编修村志的出
发点和归宿”。

本报记者 王晓丹

留住村庄文化记忆

走村串户广搜资料

“独家发现”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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