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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鸥鹭今犹在

1987年，国际天文学用15个世界名人的名字为水星上的15座环形山

命名，其中一座叫李清照，这是在外太空唯一用中国古代女性名字命名的

天体。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李清照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创作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而洛阳，则是李清照少女时代曾经生活、游乐的一方乐园。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
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李清照《如梦令》
喜欢李清照的朋友，恐怕很少

有人不会背诵这首辉映千古的词。
对于少女时代的李清照来说，

生活在她的眼里是色彩斑斓的，既
生机盎然，又充满乐趣。这首曾被
不少人误以为是苏东坡、吕洞宾还
有无名氏作品的《如梦令》，就是很
好的体现。写这首词时，李清照只
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

当时，身为苏东坡得意门生（史
称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李格非，带
着女儿李清照从洛阳回到都城汴
梁，与苏东坡等文学界大腕们交游
之际，有意无意地向他们炫耀了一
下才华卓绝的女儿。

大家自然想看看这个小姑娘是
如何的厉害。李清照不慌不忙，写
了几首让苏东坡惊叹不已的诗词，

《如梦令》就是其中之一。不能怪老
苏惊叹，这首词写得太好了。

也许，那天的情景，李清照回想
起来也会偷偷笑出声来。“常记溪亭
日暮”，那是一个傍晚，一群花季少
女竟然喝到了“沉醉不知归路”，美
丽的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
处。”她们去干什么？划船！

她们在船上品着香醇的美酒，
赏着绚丽的晚霞，一边唱歌，一边划
船，何等的惬意。可是时间一长，姑
娘们喝多了，“误入藕花深处”。从
这点看她不是在海上划船，也不是
在江上划船，而是在一片美丽至极
的池塘里划船。

“争渡，争渡”，原来还不止一条
船，一群妙龄少女争先恐后，比谁划
得快，一条条船如箭一般钻入藕花
深处，不巧的是“惊起一滩鸥鹭”，受
了惊吓的鸥鹭从荷叶中飞向云海深
处。这画面，何等的美丽！这景色，
何等的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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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处，想必许多人都想知道这
美景出自何处？

其实，它就在我们这些幸福的洛阳
人身边，在一个曾经叫作魏王池，后又
叫环溪园的地方。那个地方，位于今天
的洛阳桥东大约1000米处，主体是三
座连在一起的池塘，民间称其为三连
坑，是现在的洛阳师范学院水产研究所
的养鱼塘。

洛阳师范学院水产研究所的养鱼
塘和李清照的《如梦令》是怎样扯上关
系的？原来，少女时代的李清照，有相当
一段时间就生活在这片有水有花有诗
有画的土地上。

这个地方，首先是由隋炀帝杨广发
现的。杨广除好玩外，还特别喜欢道术
之徒为他祈禳（qí ráng，道教最富特色
的法术）求福。这样一来，那些擅长五
行、占候、卜筮、医药者都聚在他的周
围。他出皇城游玩时，发现这里比较适
合道术之徒居住，就下令在此设置了一
个坊，名为道术坊。

唐太宗贞观年间，李世民想立李泰
为太子，而长孙无忌等大臣极力反对，
认为李泰才华过于出众，如果立他为太
子，他将来做了皇帝有可能对他的兄弟
们不利。这其实也是李世民疑虑的地
方。

黯然思之，他听从了大臣们的意
见，把性情温和而资质平庸的李治立为
太子。可是李世民觉得有愧于李泰，就

把这块大家都认为物华天宝的地赐给
了当时的魏王李泰。

李泰是地理学家，年轻时就主编了
那套被后人奉为经典的地理学著作《括
地志》。他还是一个特别喜欢亭台水榭
且富有诗人气质的人，大兴土木，将地
挖成一片一片的池塘，引来洛水，使之
成为一片浩渺无边的水乡泽国，其被后
人称为魏王池。唐代的《玄宗纪》载：“魏
王池与洛水隔堤，初建筑堤，壅水北流，
余水停成此池，下与洛水潜通，深处至
数顷，水鸟翔泳，荷芰翻复，为都城之胜
也。”可见，当时此处荷花、莲藕、菱角丰
茂繁盛。

宋朝时，魏王池还在，宰相王拱辰
看中了这个地方，就买下来做宅院。由
于此地水榭亭台，周边溪流环绕，就命
名为环溪园。而李清照，正是王拱辰的
外孙女。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李
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被召为校书郎，上任
后无事可做，经老师苏轼指点，他来到
西京洛阳，搜集古代典籍。12岁的李清
照，与父同行。

由于洛阳没有房子，他们就住在李
清照的外公家——环溪园。李格非一面
搜集古代典籍，一面撰写了《洛阳名园
记》。而李清照在这里结交了很多小伙
伴，为以后创作积累了很多素材。换句话
说，正是洛阳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滋养了
李清照的绝世才情，让她写出那么多优
秀作品，成为被千古赞誉的女词人。

陪伴李清照度过了少女时光的那
群鸥鹭，那几只小船，直到晚年她还念
念不忘。在《庆清朝》的下半阕中，李清
照深情款款写道：

东城边，南陌上，正日烘池馆，竟走
香轮。绮筵散日，谁人可继芳尘。

今天，我们可以告诉李清照，无须
担心无人可继芳尘。虽然芳华已经不
似旧时，但在东城边，南陌上，那池馆犹
在。更为让人惊叹莫名的是，那些鸥鹭
的子孙，总也舍不得离去，至今还在那
片神奇的池馆附近筑巢聚居。也许它
们不能忘记先辈们曾经陪伴芳华绝代

的李清照，在洛阳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留下最美丽的芳踪吧。

朋友们若有兴致，可到洛阳师范学
院一游。进入大门，您只需向左移十几
步，就可以在行政楼后面看到两排粗可
合抱的梧桐树。每一株高大繁茂的梧桐
树上，都有不下十个鸟巢，微风中鸟儿不
时展露调皮的笑脸。那些鸥鹭，或许就
是曾经伴随李清照玩耍嬉乐，曾经被李
清照和她的闺蜜在沙滩上惊起一飞冲天
的鸥鹭的后世子孙吧。假如芳华绝代的
大才女天上有知，我想，天国的朋友们又
能读到荡人心魄的绝美辞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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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称：熹平石经残石
文物年代：东汉
出土时间：不详
出土地点：偃师汉魏太学遗址

古时，统治者为了传
播治国思想，会在太学雕
刻石刻教科书来统一经书
内容。而偃师汉魏太学遗
址出土的这块熹平石经残
石，足以证明了它传说中
极高的文化价值和书法价
值，也证明了最早的官定
儒家经本石刻教科书立于
洛阳太学。

核心提示

熹平石经残石：
最早石刻教科书
儒经书法双经典

本报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孙海岩 文/图

官定儒经 精美石刻
近日，记者在洛阳博物馆看到了这块青石材质的

石经残石。其整体呈不规则四边形，上面用隶书体刻
有“王正月，暨齐平”等字眼，经考证出于《春秋》——被
列为“五经”之一古代中国的儒家典籍。

说起这块石经残石的来历，还得从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说起。东汉时期，儒学被定为官学，儒家书籍
被奉为法定教科书，太学被奉为最高级官学。但是，以
往的儒家经典书籍由于在转抄中产生谬误，而太学必须
有一部统一标准的教材作为范本。因此，东汉著名文学
家、书法家蔡邕（yōng）就向汉灵帝谏言制定统一版本，
把经书雕刻在石碑上，得到了汉灵帝的同意。

石经于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开刻，因此称为
熹平石经。其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
以及《公羊》《论语》。经过严谨的校勘后，蔡邕用他造
诣最高的隶书书写了20多万字，刻于青石之上，成为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石刻，具有很高的文
化价值和书法价值。

命运多舛 残石流散
石经内容权威，书法“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刻成之

后轰动全国。史料记载“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
两（辆），填塞街陌”，由于来抄书的人太多，洛阳城的道
路都堵了。

洛阳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张玉芳介绍，熹平石经刻成
的第二年爆发了黄巾起义，后又爆发董卓之乱，石经遭
到损坏。至唐贞观初时，石经已十不存一了。“自唐宋以
来，不断有残石出土。民国后亦多有残石陆续出土，在
民国时期考古挖掘过程中，农民戏剧性地充当了主力”。

太学村处于东汉都城洛阳开阳门外。20世纪20
年代，在古董商人的收购下，当地刮起了“刨字”之风。

“留一字的残石古董商给1块银元，留5个字的给25块
银元，20个字以上的给一麻袋银元。当地农民纷纷加
入了‘刨字’的队伍。”张玉芳说，现在，石经残石多收藏
于洛阳博物馆、西安碑林、上海博物馆等地。

熹平石经残石

误入藕花深处 李玉明 绘

——李清照与洛阳的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