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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帆

宋真宗赐书刻碑
观音寺追捧菩萨

且说唐宋以降，洛阳不再为国都。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迁移，佛教也难现昔日辉煌。但洛阳古佛寺显赫，历
代又兴建诸多新寺，这些佛寺历经岁月的侵蚀而岿然挺
立，仍在诉说着往事，传承佛教的香火，至今未断。

北宋时汴梁为东京，但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为洛阳
人，皇亲国戚、重臣达贵均出自洛阳，故以洛阳为西京，其
繁荣程度不亚于东京，北宋皇帝也多次驾幸。据《宋史》
载，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入西京拜先皇
陵，游幸龙门，并亲自赐书刻碑，对龙门风光大加赞赏，留
下“高阙巍峨，群山迄逦”“结而为山，融而为谷”“形胜居
多，莫灵萃止”等句，此碑称“伊阙铭碑”，与褚遂良所书的

“伊阙佛龛之碑”并称龙门书法艺术“双璧”。宋朝还在龙
门石窟新凿了一些洞龛，并为保护奉先寺雕像，加盖了9
间木构屋檐式建筑，俗称“九间房”，只是屋檐早毁，现在
空余装梁的方洞。

观音寺为北宋庆历年间（公元 1041 年至公元 1048
年）所建，位于汝阳县城东南15公里圣王台村，南倚凤凰
山，北临汝河，风景秀丽。寺院殿宇沿山势层层升起，其
中轴线建筑仿白马寺之布局，由 4 个传统的四合院组
成。由北向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三关殿、卫佛殿和汤
王殿，两侧是逐旭阁、横霞阁、钟楼、碑亭、厢房，严整壮
观。寺院周围，树木葱郁，涧泉潺潺。

一进山门，迎面为巍然矗立的天王殿，殿外四角各有
一座碑亭。小亭簇拥大殿，极具特色。天王殿后为三关
殿，是祭祀关羽的大殿。殿内山墙上，有6幅清代壁画，
画的是三国人物故事。壁画线条流畅，形象生动，为清代
壁画的上品。三关殿两侧，各有一个月亮门，过门即是正
佛殿。

正佛殿是该寺院的主体建筑，面阔3间，进深1间，
硬山式灰瓦顶。正脊中间置一玻璃彩狮，四角用4根铁
绳牵引。正脊两端置龙门大吻，垂脊和戗（qiàng）脊上列
置16个形态各异的小兽。殿前檐下明间有方形石柱两
根，柱上刻对联两副。殿内雕梁画栋，五彩缤纷，供奉如
来佛祖、观音菩萨和众罗汉。

升仙桥一带，是寺内风景最佳处。桥下流水流淌，汇
聚成东、西汤王池。池畔，是迎旭阁、横霞阁。阁下各有
一孔石窟，分别为“老母洞”“水濂洞”，水濂洞额题“圣泽
日新”，老母洞额题“何须而壁”，洞口有联：“莫向他山借
石，还来此处作人”，颇具禅机。

升仙桥南，高台耸立，上有汤王殿。据《淮南子》
载，商汤灭夏之后，天下大旱7年。为解除黎民之苦，汤
王由西亳（今偃师城西）来到此处祈雨，并“以身为牺
牲”，至诚感天，甘霖普降。后人为纪念汤王功绩，就在
这里修建了汤王庙。后来庙宇改为佛寺，但大殿犹存，
香火不断。

按佛教说法，佛为第一阶层，菩萨为第二阶层，罗汉
为第三阶层。那么，观音寺供奉三者兼有，为何取名“观
音寺”呢？原来，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各位尊者慢慢中国
化了。特别是唐代以来，观音菩萨不仅改变了本来形象，
且备受百姓追捧，地位、名气早列于诸佛之上。

观音是印度佛教的一位菩萨，又称“观世音”“观自
在”，原型为印度婆罗门教神话中的慈悲善良、神通广大
的阿湿毗尼，为“勇猛丈夫”之身。唐代以前，观音在中国
也是一“伟丈夫”的男子形象。但进入唐代，观音的形象
悄然变化，最后成了“有窈窕风姿”的“美女”。

据说，观音形象的改变源于《法华持验》记载的一段
故事。故事说，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的一天，有位
美丽的女子提着篮子来卖鱼，人们见她漂亮无比，都争着
娶她为妻。女子说，谁能一夜背诵出《普门品经》，我就嫁
给谁。结果，一夜间有20多人会背。女子说，我一人不
能嫁20多人吧？谁能一夜背会《金刚般若经》，我就嫁给
谁。结果，又有 10 人会背。第三天，女子让人背《法华
经》……几天后，有位老和尚对众人说：“这是观音菩萨化
身来开导你们呢！”自此，观音开始成为女性形象。

其实，观音成为女性形象的原因在于，她性格特点是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一般来说，女性更具同情、慈爱之
心；人间有半数是女性，需要一个女菩萨，而男性也乐于
从女菩萨身上感受到女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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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街，洛阳老城东南隅的主街
道。这条街道，一直是商业繁华之地，这
里曾有大型集市和林立的店铺，是丝路
文化和大运河文化的交汇点。它见证了
老城东南隅的历史变迁，其中的故事值
得人们去追寻。

旧时柳堤今犹在
——洛阳柳林街纪事 □郑贞富

文峰阁相牵文峰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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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刘弇（yǎn）《清平乐》：“东风
依旧，著意隋堤柳。搓得鹅儿黄欲就，
天气清明时候。”这临河种柳，正是隋
唐大运河的特色之一。特别是洛河作
为大运河最重要的一段，堤边悉植翡
翠柳，绿条散风，青阴夹岸。

周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农历六
月初九，武则天下令在神都建新潭，新
潭是引漕渠水，在立德坊西南形成的大
型港口，位置在今东南隅至洛河一带，
其周边的堤岸和附近的铜驼陌，遍植绿
柳。宋代王观《木兰花令》载：“铜驼陌上
新正后，第一风流除是柳。勾牵春事不
如梅，断送离人强似酒。”而这折柳相送
的夕阳亭正在新潭柳堤之上。

金朝以后，新潭淤塞，在东南隅

形成柳树环绕的两座莲花池，两池之
间，形成的道路，就是柳林街。此街虽
然在历史上有过多个名字，但只有柳
林街深入人心。1927 年，洛阳县开展
街道名称的规范工作，将南到文峰阁
之南的城墙，北到东大街的道路，通
称柳林街。

柳林街北段与东西向的操场街相
交叉，其东南为马蹄形的马蹄街。20
世纪80年代，马蹄街取直，命名为柳
林东街。在此之前，柳林街南端的城墙
拆除，在护城河上修了桥，柳林街往南
延伸至今九都路。

柳林街一直是商业繁华之地，这
里有大型集市和林立的店铺，是丝路
文化和大运河文化的交汇点。

古代，柳林街南端为文峰阁，柳林
街从阁下穿过，直抵南城墙。倪锡英的

《洛阳》一书写道：
文峰阁，在洛阳城的东南隅，高九

丈九尺，是一座三重檐式的楼阁，兀立
在洛阳城东南的大街上。阁顶已经圮
（pǐ 倒塌）毁了一角，阁基用大石块
建造，上面由大砖砌造，中间有拱形
门，门下是一条宽阔的大道。拱门正中
有块横石，写着“步接三台”四个字。如
果登上阁顶，可以俯瞰洛阳城。在文
峰阁北面有个大水潭，水深数尺，

水面上密布着绿茸，映照着文峰
阁，显得十分苍老。

文中提到的文峰阁，位置明确，在
洛阳城的东南隅，文峰阁下那条宽阔
的大道，就是柳林街。文峰阁附近就是
文峰塔，文峰塔是一座密檐式砖石塔，
四方形，高约30米，由塔基、塔身、塔
刹三部分组成。塔身九层，通体用青砖
砌成，从第一层至第九层逐层递缩，最
高层每边长3米。

文峰塔、文峰阁（奎星阁）内供有文
昌、奎星。文昌，又称文昌帝君、文曲星，中
国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之神。奎星，原是

“二十八宿”之一，后被称为主宰文章兴
衰之神。古人建造这组建筑有“祈福赐
恩”、企盼洛阳文化繁荣、多出人才之意。

民国时期，东南隅置文峰镇，镇公
所设在二仙奶奶庙。该庙位于马蹄街

（今柳林东街东口街北），不远处还有无
量庙。《十五军守备洛阳作战概述》等原
始档案，真实记载了1944年5月洛阳保
卫战中浴血柳林街的惨烈经过。

1944 年 5 月，在日军大举进犯
下，除了洛阳，豫西全部沦陷。此时，
守卫洛阳的是武庭麟领导的国民党第
15军和第94师。敌众我寡且日军使
用了坦克、飞机、毒气和120门火炮，
但我军作战英勇，日军每前进一步，都
付出惨重的代价。

5 月 24 日，日军从西南城角、西

门、西北城角、东北城角、东门、东南城
角六个方向攻入洛阳，将我军分割包
围后，直捣我军设在文峰镇中央银行
洛阳分行大楼的指挥部。武庭麟率守
军和洛阳专署、洛阳县的各机关人员
退往柳林街。当晚，日军攻陷府文庙、
妥灵宫、文峰镇政府，武庭麟下令从文
峰阁南边的城墙，搭人梯越墙突围。

当时，聚集在这里的军民有近五千
人。文峰阁是最后的支点，为了保证突
围成功，武庭麟下令特务营固守文峰
阁。到半夜子时，日军久攻不克，调来
火炮，将文峰阁轰平，特务营全体阵亡，
而军民安全突围近四千人。

倪锡英说：“在文峰阁北面有个大
水潭，水深数尺，水面上密布着绿茸，
映照着文峰阁，显得十分苍老。”这个
大水潭，是唐代新潭遗迹，金元时期称
为“莲花池”，明清时孟家居住于池边。
由于孟家是洛阳大族，房屋众多，分布
于池边，因此该池被称为孟坑。

孟家人才辈出，以孟庐陵最为著
名。孟庐陵，清初人，与其弟孟习苏（字
眉山）俱为监生。父早丧，事母至孝。兄
弟同居30年，自相师友，同工诗文书
画。孟庐陵学识渊博，才思敏捷，傲然
风骨，不媚权贵，平生多结交下层市
民，终生不求仕进，洛阳人称他为“布
衣画家”。

孟庐陵的画以山水见长，兼画花

鸟人物。笔下的花木草虫，形态逼真，
多为传神之笔。1962年洛阳市文化局
征集豫西名家书画时，曾于民间购得
孟庐陵国画长卷《雪松图》，长2丈，宽
2尺，上端有狂草诗款及跋文。画面劲
松虬结，风冽雪倾，极为壮观。

孟庐陵家族兴盛至清末，后来孟
家衰落，孟家大院陆续卖出。目前，孟
坑一带还保存着一些孟家大院的遗
迹，最出名的是一株古树，人称“孟
树”，据说是孟庐陵亲自栽种，有三百
多年的历史。

“洛阳东风几时来，川波岸柳春全
回。”人文荟萃的柳林街，是洛阳人心中的
一个结、一段情、一街风雅、一街旧梦！更
是一段铁血历史，一曲千古壮歌！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听书是河洛
百姓最喜爱的文化项目。

据方志记载，河洛地区的说书初创于
清末民初，那时，在琴书艺人较集中的偃
师段湾村，有艺人前往南阳学艺，把南阳
的鼓儿词跟洛阳的琴书结合起来，逐渐形
成了具有洛阳地方特色的河洛大鼓。

说书最基本的组合是，一个人说，其

他人伴奏。所用道具极其简单：一面说书
鼓（通常叫“小战鼓”，行内叫“平鼓”），一
对月牙钢板，一把合扇，一块惊堂木。说
书的左手打钢板，右手敲“战鼓”，有白有
唱；琴师以“曲子胡琴儿”（坠胡）伴奏（也
有用三弦伴奏的）。

无论是说书人还是听书人对场地的
要求都不高，有一片儿能坐下几十或者

上百人的空地就行。搭不搭台子都可以，
只用摆一张桌子，把说书鼓放在桌面上。
有的连桌子也不要，在地面上插一根跟
桌子一样高的木棍儿，把鼓安在棍儿头
上就行，俗称“地摊儿说书”。（右图）。若
在晚上表演，就要加盏灯，那时没有电
灯，通常用鳖灯，后来用马灯、汽灯，再后
来才挂个白炽灯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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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儿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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