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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桥头看沧桑

从隋唐至北宋时期，天津桥是生活或者游历于洛

阳的文学家们一个永恒美丽的梦。天津桥上发生的

故事，有不少是蕴含着不尽的沧桑意味的。

□李少咏

天津桥是隋唐时期洛阳城南北交通的要
冲，因为有了它，洛阳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座
跨河而建的繁华都城。以前有资料说它在今
洛阳桥东不远处，民国年间洛阳人在那里的
洛河中央建了一座碑亭，后来据说毁于战
火。近年，洛阳考古工作者在今洛阳桥西
100米处接近老吴桥的洛河河床上发现了一
座桥基遗址，经考证，它才是隋唐时期真正的
天津桥遗址。

天津桥始建于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原是一座木板浮桥。奇思妙想的洛阳古
人很有意思，认为洛河神圣无比，誉之为“天
汉”，也就是天河，洛阳因此就相当于天帝的
居所“紫微宫”了，天河上的渡口，学名就叫天
津，天津渡口上建的桥，自然就叫天津桥了。
民间也有叫它板桥的。前面我们讲过刘禹锡
的第一次爱情或者说初恋就发生在这座桥
上。有点遗憾的是，很多年前洛阳人还没有
学习文化遗产保护法和商标法，不小心被东
北方一座城市把天津两字偷去做了自己城市
的名字，再也要不回来了。

隋末天津桥被瓦岗寨过来的李密起义军
焚毁。唐初在原址上重建，并改为石桥，仍称
天津桥，又称洛阳桥。天津桥北与皇城正
门——端门相应，南与隋唐洛阳城南北主干
道——定鼎门大街相接，桥上原有四角亭、栏
杆、表柱，两端有酒楼、市集，行人车马熙熙攘
攘，络绎不绝。拂晓，漫步桥上，举首可见一
轮弯月垂挂天幕，俯首河面波光粼粼，偶尔又
传来洪亮悠扬的钟声，这就是号称“洛阳八
景”之一的“天津晓月”。可惜自宋以后，战火
连绵，建筑物大多被毁，天津桥亦未幸免。

李白的《洛阳陌》让人疑为天上
的神仙往来游玩的所在。

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
东陌上，惊动洛阳人。

天津桥南头，有一座当年洛阳城
的民间最高建筑董家酒楼。这座酒楼
是应该被洛阳人永远铭记在心中的：
唐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和他的
意气相投的小兄弟杜甫第一次双星
会，就是在这座酒楼上；而另外一件
事又是更加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那
就是李白的那首让洛阳城永远为人
相思倾慕的《春夜洛城闻笛》，据说就

写于这座酒楼上。
当年的李太白先生是唐玄宗李

隆基的妹妹玉真公主最亲密的好朋友
之一，玉真公主对他的绝世才华无比
欣赏，却又对他的放浪不羁耿耿于怀。
有一次，李白在外面浪游了一段，回到
洛阳城南今天赵村北头的玉真公主家
敲门，恰好赶上公主正因突然想念他
了却好几天不见他的踪影，生着气呢。
于是无论李白怎么哀求，就是不给开
门。无奈之下，李白只好跑到天津桥南
头的董家酒楼上住了下来。可是，睡不
着啊，不知翻了多少个烧饼。

正在此时，一阵笛声如仙乐一般
撞进了他的耳鼓。那是他最最熟悉不
过的笛声啊。普天之下，除玉真公主之
外，再也没有人能够吹奏出那样优美
至极的声音了。“嘿嘿，嘿嘿，好！好！好！
玉真还想着我呢！不睡了，不睡了”。于
是那首《春夜洛城闻笛》，就此石破天
惊，珠圆玉润地泼洒在了董家酒楼上。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
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
情。

是啊，此曲本来只应天上有，从
此来到洛阳城。

白居易的《天津桥》同样让人迷
恋不已。

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
迷。眉月晚生神女浦，脸波春傍窈娘堤。
柳丝袅袅风缲出，草缕葺葺雨剪齐。报
道前驱少呼喝，恐惊黄鸟不成啼。

天津桥头发生的故事，有不少是
蕴含着令人品味不尽的历史沧桑感
的。比如与白居易齐名诗歌被时人称
之为“元白体”的元稹，就写有赠给一
位曾经做过将军驰骋沙场的佛门朋
友智度禅师的《智度师二首》：

其一：
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

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

归。
其二：
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衲禅衣。

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
这两首诗视界开阔，蕴蓄胸中的

感叹如歌如诉，每每读来都让人唏嘘
不已，感慨历史河流的飘然远逝。以
至于在元稹去世几十年之后，有一个
历史上也大大有名的先生读了之后，
按捺不住心中的惊天波涛，竟然不顾
有可能被后人指责抄袭的尴尬，挥笔
写下一首所谓的《自题像》。

这个人叫黄巢，曾经率领百万农
民起义军，搅得大唐王朝风雨飘摇，
终于一蹶不振，被铁蹄踏碎成一片废

墟。号称冲天将军的黄巢，自然常常
是镔铁铠甲冲锋陷阵的主儿，可是最
终还是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在自己手
上取得意想中的最后胜利。没有办
法，他只能遁入空门削发做了和尚。
即便是做了和尚，他却还是难以六根
清净，经常怀想当年十荡十决的沙场
快意，可到底敌不过岁月的淘洗啊，
很快就到了老迈的风烛残年，只有梦
想还在，于是就模仿元稹老师，在洛
阳桥题下了那首同样被收入《全唐
诗》中的《自题像》。

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
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
落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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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宁县马店镇西北部，有一座山，名叫送
铁炉山，有关这座山名字的来历，当地流传着一
个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有个皇帝，他每天只顾寻欢
作乐，无心理会朝政。正因为如此，朝中奸臣当
道，坑害百姓之事时有发生，百姓怨声载道。

当时，有一个名叫宋铁炉的年轻人，他为了
躲避社会的动荡，便偷偷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沟，
开荒种地，日子虽过得清贫，但十分安定。

一天，宋铁炉犁地时，发现附近的老母牛
生下了牛犊子，这个牛犊子的叫声十分奇怪，
引起宋铁炉的好奇，他赶紧走近一看，顿时被
吓得目瞪口呆：这只牛犊子跟普通牛犊子长
相完全不同，它外形像一只鹿，头上长有犄
角，全身鳞甲，只有蹄子和尾巴长得像牛，犹
如怪物。

受到惊吓的宋铁炉赶紧跑到附近的村庄，
叫来村民前来一探究竟。当村民赶到时，发现
这个怪物已经能站立行走，而且还吃掉了宋铁
炉落在地里的铁犁。

人们畏惧怪物的威力，宋铁炉想，这只怪物
还没长大就如此厉害，以后岂不是要威胁附近
百姓的安全。他和村民们商量，打算除掉这只
怪物。

此时，一个奸臣听说了这一怪物。为讨好
昏庸的皇帝，他将此怪物描述成麒麟，急忙上奏
皇上称，麒麟是保卫宫廷的吉祥之物，它可以吃
铁，一旦有人带着武器企图谋反或伤害皇上，都
会被麒麟识破。

昏庸的皇帝听信了奸臣之言，十分高兴，派
人去把麒麟带回朝中。谁知，宋铁炉已将其打
死，皇帝听说后，便将宋铁炉就地处死。

宋铁炉死后，皇帝仍不解心头之恨，令人运
来铁块，压在宋铁炉的身上。随着铁块堆积得
越来越多，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压着宋铁炉的铁
块逐渐变成了一座山。

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宋铁炉，便把这座山
叫作宋铁炉山，后来又演变为送铁炉山。

（赵佳 吉兆吉）

送铁炉山：
英雄除怪反被害
铁块压身竟成山

地名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