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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时节，大地芳菲。我们来到
古都洛阳，驱车访佛教传入中国后兴
建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寻到了中
国“僧院”泛称为“寺”的缘由；泛舟注目
龙门石窟全貌，动人心扉的是被注目，
卢舍那大佛那阅尽历史风雨的肃穆目
光涤人心肺。

每天，洛阳市民的生活从一碗汤开
始，牛肉汤、羊肉汤、驴肉汤，通气畅神，
喝出生活底气，人生快意。始于唐朝的
洛阳水席，因为每道菜都离不开汤汤水
水，还因为是一道道地上，吃一道换一
道，仿佛行云流水一般，故称水席。水席
被看成是各种宴席中的上席，千余年来，
洛阳城未绝水席飘香，与传统的牡丹花
会、古老的龙门石窟，并称洛阳三绝。

洛阳的过往是五彩缤纷的。产于唐
朝的一种低温釉陶器以黄、绿、白三色
为主色，被称为“唐三彩”。因为洛阳是
唐三彩最早、最多的出土地区，因此又
得名“洛阳唐三彩”。繁杂的制作工艺也
在洛阳得以再续，如今，有着“东方艺术
瑰宝”美誉的唐三彩已有了更多更新的

佳作。
寻着田野的天籁之音，我们似乎听

到这般声响。以我国传统的七弦古琴作
为伴唱乐器的琴音，在洛阳称“琴书”，
流传至清末民初，演绎出新的表演形
式：主唱者左手打钢板，右手敲击平鼓，
另有乐师以坠胡伴奏，终以成名“洛阳
大鼓”，古韵新词不绝于耳。

进出洛阳体味洛河的所观所闻，仿
佛触及了非同一般的水与城的交融共
生。高铁龙门站，是我们寻访洛阳的进
门，也是我们离别洛河的出门。何谓门
内门外？一如汉时函谷关一般，此时关
内，彼时关外，全在一个时势大限。踏泥
丸，走驿道，我们边看边拍，新安县文物
管理局丁会生副局长告知，汉函谷关遗
址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真可谓历史自有推陈出新。告别洛
阳，如果这也算得上是一次跳龙门的
话，那么，我们愿以一位登高者所语与
大家一起期待：晴日里你能看多远就是
多远，雾天里你能想多远就是多远。

（崔志坚 马列）

洛阳纸贵
西晋文学家左思出身贫

寒，且相貌丑陋，但他视荣辱
如浮云，看名利为粪土，写出
了 许 多 流 传 至 今 的 名 诗 佳
作。其中，《三都赋》问世后风
行洛阳，人们争相传抄，以至
于纸价也昂贵起来。

（王林 撰文/绘图）

洛河，发源于华山南麓的陕西省
洛南县，经洛南县、河南省卢氏县、洛
宁县、宜阳县、洛阳市区，在偃师市杨
村纳伊水后入巩义市，在巩义市神堤
村北入黄河，全长约 447 公里。洛河
是潼关以下黄河最大支流，伊河是洛
河最大支流，二水汇流后称伊洛河。

黄帝之时，大臣仓颉曾在洛河之
滨造字；大禹之时，洛河爬出了一只神
龟，背负“洛书”，书中是治理国家的九
项大法，今留有“洛出书处”古碑。

这里地处“天下之中”，是最早的
“中国”；这里最早迈入文明时代门槛，
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和原点；这里是十三
朝故都所在地；这里是五大学说的渊源
地，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对礼乐文化
做出了重大贡献，道家学说诞生于洛

阳，佛家学说首传于洛阳，魏晋玄学形
成、兴盛于洛阳，宋明理学创立于洛阳。

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隋
唐大运河的中心，众多姓氏的起源地，
这里的牡丹甲天下！在这里，许慎完
成了《说文解字》，班固著《汉书》，陈
寿写《三国志》，司马光撰《资治通
鉴》。这里诞生了我国最早的天文历
法著作《夏小正》，张衡曾在洛水北岸
观测天象、测报地震，蔡伦曾在伊洛
之滨造纸。这里出土的原始瓷器残
片，是迄今最早的原始瓷器残片；这里
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爵，被分别称为

“华夏第一鼎”“华夏第一爵”；这里出
土的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们誉为“超
级国宝”。这里有龙门石窟、关林、白
马寺……洛阳，历史沧桑数不尽！

11日，《光明日报》以“滋
养古都文明的大河——洛
河”为题，用两个整版刊发了
“中国文化江河·洛河篇”。

文章指出，洛河滋养了历
朝古都文明，流淌出了悠久的
文化历史，它一路奔腾在中原
大地上，在尽头与黄河交汇，
共同滋养碰撞出中华文明的
根脉。洛水之畔的洛阳作为
中国古都之一，这里的名人、
名著、名胜数不胜数，如今，过
往的历史遗存已被有机地融
合于现代生活中，这方水土成
为百姓的宜居之地。

本报今日对该文进行摘
登，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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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门内外数涟漪

河洛之地，素来被称为“王者
之里”，许多文化典故我们耳熟能
详，却未必知道出自洛阳。

定鼎中原
周武王灭商后，准备将鼎

拉到周朝国都镐京，到了洛阳
时，鼎却像生了根似的，定在
那里不动了，武王便定国都洛
阳。洛阳地处中原,位于天下
之中，古代称中国。

入周问礼
孔子为了获得更多的学

问，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入周
问礼”，拜见老子。老子是东
周藏书室的官吏，即“柱下
史”，掌管天下图书。他知识
渊博，为当时著名学者。两位
文化圣人相会于河洛，给此地
带来了祥瑞之气。

紫气东来
相传在东周时期，位于洛

阳西部的函谷关关令尹喜出
城巡关，望见一轮红日喷薄欲
出，突然看见层峦叠峰间，一
团紫气缭绕，飘然而至。尹喜
见此奇景，欣喜若狂，道：“紫
气东来，必有异人前来过关！”
果然老子骑牛西游途经此关，
经尹喜苦劝，留下了彪炳千秋
的名著《道德经》。

运筹帷幄
西汉初年，天下已定，汉

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举行盛
大的宴会，他称赞张良说：“夫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意思是说，
张良坐在军帐中运用计谋，就
能决定千里之外战斗的胜利。

洛河之水育华夏

20世纪30年代洛阳老城门（资料图片）

河洛画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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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随处可见的汉代石刻造像 关林建筑木雕

■一个牡丹画村
洛阳市孟津县平乐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农民画牡丹，现已有 700
多人专门从事牡丹画的创作。

■一部石刻唐史
千唐志斋有2000多块唐代墓志，

这是国民党将军张钫为其收藏而建。
这 些 墓 志 占 全 国 出 土 唐 志 总 量 的
40%，可以说是一座唐人的档案馆，一
部唐代人自己留下的史料。

■一方澄泥砚
澄泥砚制作是很复杂的一个过

程：原料采集在河的旋涡之处；过滤、

检测、雕刻成型，为了不伤及物件，只
能用竹刀；然后放入炉中烧制，窑变成
黑、黄、赭等不同颜色……成砚之后叩
之如钟、宿墨不腐。

■一碗牛肉汤
“早晚喝汤”是洛阳人的习惯。对

洛阳人来说，晨间一碗热气蒸腾的牛
肉汤，就代表了古都的惬意生活。

■一碗浆面条
浆面条是洛阳民间的传统面食，

也叫“浆饭”，其独特的酸味深受洛阳
人钟爱。在洛阳有“浆饭热三遍，给肉
都不换”的俗语。

洛水流出的五个“一”

周公营洛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