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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枝头迎秋风
——略谈洛阳的枣文化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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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之间枣成林

五言冠绝“七子”
雄辩称道当世

刘桢，字公干，是东汉末“建安七子”之一，他5
岁能读诗，8岁能诵《论语》《诗经》，赋文数万字。因
其记忆力超群，被众人称为神童。

公元 197 年，因避兵乱，11 岁的刘桢随母兄躲
至许昌，在驿馆中结识曹植。曹植被刘桢的饱学折
服，两人志同道合，关系日笃。后来，刘桢又结识孔
融等其他六人，他们常聚论学问，创作佳作，后被称
为“建安七子”。当时，刘桢的文学造诣高于他人，五
言诗尤为“建安七子”之冠。

刘祯不仅在诗坛“五言冠古”，还以机敏雄辩之
才称道当世。

文帝曹丕曾赠给刘桢一条廓洛带，后欲索回，便
书一纸交给他，讥讽说：“不管是什么东西，它的价值
因人而异。放在贵人手中，它的身价就贵重，落入低
贱人手里，它的身价就贬值。我不嫌弃玉带贬值，现
在要把它取回来。”

刘桢明白文帝是笑他地位低下，不佩拥有象征
尊贵的廓洛带。刘桢执意不交，在一次相会之时，
他回应此事说，像隋侯之珠、南垠之金这类至宝，
在到贵人手里之前，不都是低贱的人先发现的
吗？贵重的东西，富人拿着不当回事儿，低贱的人
却会倍加珍惜。我刘桢没有其他饰物，会把这玉
带当作至宝，况且也没听说居上位的人赏赐东西
又要回去的。

文帝听到刘桢这番妙论，既赞叹他博学善喻，更
佩服他口若悬河、不卑不亢、恭中有贬，从而放弃索
带的念头。

性情耿直获罪
善喻化险为夷

刘桢雄辩之例很多，他的辩才如常胜利器，有时
化险为夷，有时遇逆成畅。

一次，曹丕宴请当时的文学名士，席间命妻子
甄氏出来与大家见面，众人急忙还礼，只有刘桢
端坐不动。

后来，这件事传到了曹操耳中，他很生气，
认为这是对曹丕极大的不敬。曹操下令罢免刘
桢的官职，让他到城外的石料场服劳役以示惩
处。

不久，曹操到石料场察看，众苦力均匍匐在地
劳作，不敢仰视。唯刘桢未跪，照常劳作。曹操
大怒，走到刘桢面前，刘桢放下锤子，正色道：“魏
王雄才天下皆知，刘桢身为苦力，何敢蔑视您？
但是我在魏王府数年，常闻魏王教诲：做事当竭
尽全力，事成则王自喜，事败则王亦辱。我现在
是个苦力，将石料打磨好就是对魏王的尽忠，故
不敢停下手中的活。”

曹操又问：“那你打磨的石头怎样？”刘桢朗声回
答，石头出自荆玄岩下，外有五种颜色，内有坚贞之
志，雕刻它也不能增加其文采，磨它也不能增加其晶
莹，凛然正气，这是它的禀性。

听了这番话，曹操感慨刘祯的口才“真是名不虚
传”，就赦免了他。

雕不增文：
刘公干机敏雄辩

自比石禀性自然

本报记者 武怡晗

成语词典

【成语】雕不增文
【人物】刘桢
【释义】雕琢也不能增加文采，比喻禀

性自然，不可更改。
【出处】《水经·谷水注》：“祯曰：‘石出

荆山玄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乘坚贞之
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
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复为文
学。”

马钧，字德衡，生卒年不详，三国时
期魏国扶风郡扶风县（今陕西兴平）人，
我国古代精于机械制造的发明家。他曾
任曹魏博士、给事中，长期活动于都城洛
阳。

马钧出身贫寒，从小口吃，但勤于学
习，善于思考。他因不善言谈，故不多与
人交往，又不会钻营奉承，所以，政治上
并不得志，平时多在家中看书思考问
题。马钧特别喜欢钻研机械方面的问
题，一生发明创造颇多。

改进了织绫机。当时大家使用的织
绫机既笨重，操作又不方便，所以工作效

率很低。他经过仔细观察研究和反复试
验，终于把原来“五十综者五十蹑”和“六
十综者六十蹑”的旧机，统一改造成十二
蹑，大大简化了织机构造，降低了操作难
度，可提高功效四五倍。同时，织出的绫
图案自然优美，质量也提高许多，深受人
们的欢迎。

改进了翻车。有一次，他在洛阳
城中发现一片空地，可辟为菜园，但因
地势较高，难以引水灌溉，因此，反复
琢磨和试验，将以往的灌溉设施改进，

“其巧百倍于常”，且使用非常省力，儿
童也可转动，其最大特点是能将低处

水抽至高处，大大增强了抗旱排涝能
力。

成功复制了指南车。明帝时，马钧
为驳“古无指南车”之说，奉明帝之命，带
领一批工匠，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制成指
南车。自此，“天下服其巧”，连过去嘲笑
他的大臣也为之叹服。

发明了“发石车”。这是主要用于作
战的攻城武器，它可连续抛石，抛石可达
数百步远，大大增强了攻城威力。

制造了许多“百戏”玩具。这主要是
为宫廷制造，其目的是娱乐。他所制木
人可自动做各种动作，其动力来自水力，

故称“水转百戏”。
马钧的诸多发明创造，表现出他在

机械制造方面的非凡才能。晋代学者傅
玄说马钧是当时最有名的能工巧匠，南
朝裴松之赞扬他“巧思绝世”。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马钧：精于机械制造 天下服其工巧

在外国人的眼中，枣是上帝赐予中国人的“圣果”。枣是
酸枣的变异类型，酸枣是一个庞大的植物群落。而我们现在
所吃到的枣，则是祖先从野生酸枣中选优加以培育而来的。
洛阳是枣的原产地之一，有悠久的栽培史。“八月剥枣”，曾经
是一项重要农事；“八秋食枣”，一直是一项重要民俗。

洛阳地区多野生酸枣，据《述异记》载，
传说上古之时，洛阳下过酸枣雨，无数的酸
枣像雨点那样从天上洒下来，于是大地上
就长出许多野酸枣。酸枣当中，那些特别
小的品种是野酸枣，而大枣是用野酸枣培育
的。

《夏小正》是中国最早的历法，编著于
夏都二里头地区。枣的名称也第一次在这
部经典中出现，其文曰“八月剥枣”。“剥”是
采摘和收获的意思。这说明，四千多年前，
洛阳人已开始食用栽培枣。

在古代，枣与桃、杏、李、栗一起并称为
“五果”，如《黄帝内经》中就提到“五果：枣干、
李酸、栗咸、杏苦、桃辛”。枣是水果，还是“木
本粮食”，和米、面同等重要。据《战国策》载，
洛阳人苏秦曾对燕文侯说：“北有枣栗之利，
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

据《四民月令》记载，东汉洛阳田庄皆
植枣。当时在枣的栽培上非常重视品种的
选择。北魏《齐民要术》中说古人“常选好
味者，留栽之”，即进行品种选优和驯化栽
培。于是，洛阳就产生了枣的优良品种。
据《洛阳伽蓝记》载，北魏华林园，“景阳山

南有百果园，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
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细如针，霜降
乃熟，食之甚美。俗传云出昆仑山，一曰西
王母枣”。

古代的帝王们则把枣作为富国强民的
工具。北魏均田制规定，初受田者，男子每
人另授桑田 20 亩，限 3 年内种上规定的
桑、枣、榆等树。《齐民要术》说：“旱涝之地
不任稼者，种枣则任矣。”《全唐文》卷一七
三说，唐朝开元时寿安（宜阳）、永宁（洛宁）

“桑枣成林，逆旅分区”。
大灾之年和非常时期，枣也确实挽救

了无数人的生命。南宋理宗端平元年（公
元 1234 年）正月，宋蒙联军灭掉金朝。当
年夏天，南宋实施收复三京（洛阳、开封、商
丘）的军事行动，大军从合肥到开封，再到
洛阳，中原大地白骨相望，杳无人烟，田野
里只有劫后余生的桑枣。八月一日，宋蒙
两军会战于洛阳，宋军大败，主帅徐敏子负
伤，带仅存之三百多人，食桑叶两日、食枣
七日，九日后退到宋朝的光州。

明清时期，伊阳（汝阳）是豫西地区的
产枣大县，至今该县仍有不少古枣树。

枣是滋补佳品，民间早有
“五谷加红枣，胜似灵芝草”之
说。在传统食品中，枣粽子、
枣 年 糕 等 各 种 糕 点 ，别 具 风
味。枣还可加工制成蜜枣、醉
枣、枣罐头等食品；并可配制
枣醋、枣汁、枣酒、枣茶等饮
料，或制成枣泥、红枣香精等
加工食品的配料。在龙门石
窟药方洞中，还有用枣泥治病
的药方。

在洛阳的民俗中，枣又象
征吉祥与幸福，是庆典上的必
备之物。最常见的习俗便是
婚礼上关于“早立子”的祈福，
一般是由德高望重的老人，在
新婚夫妇的床头被角放上几
颗枣和栗子，取其谐音“早立
子”之意，以求早生贵子，多子
多福。

包水饺、吃水饺是洛阳除夕
的重要活动。一般包三种饺子，
一是荤的，晚上吃；二是素的，祭
神用；三是验岁的，包上红枣，初
一早晨吃。

在洛阳，人们把六月初一
这天当作庆祝丰收、祀求丰年
的节日。这时，麦子刚刚打下

不久，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的
脸上。人们在屋中、院内、麦场
里摆上供桌，放上馍、枣山（加上
红枣的馍）和桃、李等五种瓜
果，用斗盛满新收的小麦，斗
上贴红色的“福”字，然后焚香
燃炮，以求秋季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

洛阳民间重阳节有吃花糕
的习俗。花糕以面蒸做，双层
中夹以枣栗之类果品。农历
腊月初八为腊八节，洛阳腊八
节吃腊八粥极为普遍。腊八
粥用八种粮食和果品制作，其
中必定有枣，象征吉祥。腊八
粥中的枣是“早”，栗是“力”，
就是早下力气，争取明年五谷
丰登。

腊月二十三为祭灶日。祭
祀时，多用甜和黏的食品。一般
用的是麻糖、枣等，意思是粘住
灶王的嘴，不让他上天说坏话，
或者是让灶王的嘴甜，上天言好
事。

中秋节正是枣子成熟的季
节，枣更是必备的水果，因为中
秋节又称团圆节，食枣是祈盼全
家团团圆圆。

洛阳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汉
唐时期，枣作为友好使者，走向
了世界。

起初，枣先是传到与我国相
邻的朝鲜、俄罗斯、阿富汗、印
度、缅甸、巴基斯坦及泰国等地；
随后向欧洲传播，沿着丝绸之路
被带到地中海沿岸各国。枣在
美国栽培较晚，是 1837 年由欧
洲传入的。

虽然枣现已传播到 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但除韩国、美
国、哈萨克斯坦等国有少量栽
培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均无经
济栽培，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
上枣的最大生产国和枣产品唯
一出口国。

枣对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

是，它是雕版印刷术的载体。唐
代洛阳诗人杜甫有“峄山之碑野
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诗句，
记载了当时人们将碑刻铭文转
刻在枣木上进行复制的情况。
洛阳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
集》作序云：“至于缮写模勒，炫
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
处处皆是。”可见此时洛阳刊刻
文学作品之风已盛，这些印版均
为枣木的。

目前，洛阳南部和西部山
区仍分布着许多酸枣树，通过
嫁接改良，可生产优质大枣，并
形成规模化的优质枣生产基
地。我们有必要认真整合洛阳
枣文化资源，重新叫响“洛阳
枣”品牌！

每逢佳节必食枣

丝路传去红枣香

（清）《诗经》插图《枣》（资料图片）

绘制 雅琦

洛阳东方外国语学校

据统计，今年报考我
校学生达8000余名，考试
场次多达32场。因学位紧
缺，学校采取定额招生，严
把生源质量关，经过层层
筛选、优中选优，仅录取新
生800名。

2013年招生圆满完成

● 疏通管道、水钻打孔 64558606
钻 孔

庆典礼仪

招生培训
●海岸庆典时尚专业13007572573

教育资讯

咨询：市住建委施工处63904286
63026335
63026337市建设行业培训中心

纱厂北路 21号（洛阳建设中专）

河南省住建厅通知
河南省建筑企业小型项目建造

师第二批次资格培训班9月15日至
29日网上报名，10月8日至10日市
住建委施工处资格审查，10月20日
开课，经省统考成绩合格由省住建
厅颁发执业资格证书；另：我校工民
建、工程造价专业、函授二年、四年
制大专、本科学历教育正在热招中。

●景观规划设计施工13703495403
园林景观

洛阳东方外国语学校

地址: 河东出口 18937994188氵廛

特向被录取的 2013
级新生表示祝贺，向未被
录取的学生及家长致歉，
向支持东外发展的各界人
士致谢！

洛阳东外精心策划孩子成功未来！

声明公告

王旭卫与张莹莹之女王佳
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692891，声明作废。

洛阳盈诚科贸有限公司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法律顾问：河南洛浦律师事务所 卢晓昆主任13938849753

刊登电话：63330377 63330677 63330977
地址：唐宫西路36号唐宫大厦8楼（西工小商品市场东隔壁）

注销公告
洛阳龙羽弘源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洛阳诚通置业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410391017008599，声明作废。

洛阳绿谷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392020005759、41039
2020005759（1-1）、公章丢失，
声明作废。

宜阳县樊村乡杓柳金雨石
英矿采矿许可证正本丢失，证
号：C41032720101271300934
08，声明遗失。

王菲护士执业证书不慎丢
失，证号：201241009435，声明
作废。

公 告
伊川县国文投资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向伊川县工商局提出
变更企业名称和经营项目的申
请，企业法人和全体股东书面
承诺称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均
已清理、清偿完毕，同时不再从
事投资行业，申请企业变更。

如有出资客户资金尚未清
退，请自公告之日起 15日内持
相关凭证向我办反映。若公告
期内无人反映，我办将依照有
关规定向工商部门出据证明。

特此公告
举报电话：0379-69366819
伊川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

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贾兰英位于洛龙区关林东路
176号院6号楼1单元402室土地
证丢失，证号为洛市国用（2006）
第05000898号，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