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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慧语救夫婿
□沙宇飞

“天下之中”的洛邑11

千年古邑千年古邑 洛阳首焉洛阳首焉

洛阳之“洛”，指的是洛河。
洛阳之阳，指的是洛河的北岸。
河南谓阴，河北谓阳。

在洛阳，“阴”“阳”的概念，
除了山水之外，相对还要复杂一
些。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有三个
人物，即伏羲、周文王和周公。

相传在上古时期，伏羲仰观
日月星象，下察山川地理，细察
鸟兽身纹，在河图、洛书的启示
下，在洛阳的黄河岸边，拿着一
把蓍草，画出了八卦，以此来与
神明沟通，解释各种自然和社会
现象。

后来，伏羲所发现的那些奥
秘，被文王参透，同样是用一把
蓍草，演绎出六十四卦。于是，
文王以这些宇宙奥秘及其所具
备的与人有关的一切原理、原则

为基础，以六十四卦的卦辞、爻
辞，记下宇宙所存在的六十四条
大道理，传于后世。

再后来，周公营建洛邑并在
此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明的
思想基础。

所以，在洛阳，“阴”“阳”的
内涵延伸了很多。如：“日”为
阳，“月”为阴；“男”为阳，“女”为
阴；“上”为阳，“下”为阴；“乾”为
阳，“坤”为阴；“天”为阳，“地”为
阴；“乾（干）”为阳，“湿”为阴；

“刚”为阳，“柔”为阴；“山”为阳，
“水”为阴等。而“洛阳”，除位于
洛水之北为“阳”外，更符合易经
八卦老阳、变阳、极阳、全阳的
条件。

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概念
让中国人产生了以自己为世
界中心的观念，所以才把国家
定 名 为“ 中 国 ”，即“ 中 央 之
国”，而最早的“中国”，指的就
是洛阳。

另外，洛阳还有地理位置的
优越性。洛阳地处“天下之中”，

向称“十省通衢”，
极具“据中而应四
方”之利，“河山拱
戴 ，形 胜 甲 于 天
下”，因此，洛阳成
为历代立国建都的
首选之地。

不同时期洛阳的名称

我们在前几篇中提到，中原士族的数次南
迁，把中原文化带到福建等地，同时，也在南迁
之地以“洛阳”或“洛”命名了许多地名、街道名、
建筑名等。那么，洛阳之名从何而来？洛阳一

直就叫洛阳吗？
洛阳“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是历代立

国建都的首选之地，地名也随着朝代更迭和疆
土争夺而屡有变化。洛阳的诸多名称体现了洛

阳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位。也正因为特殊地
位等原因，洛阳也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这使
得洛阳饱受战火摧残，洛阳士民四处迁徙避难，
洛阳符号和河洛文化蔓延全国。

□□刘彦卿刘彦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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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人文河
洛”系《洛阳日报》品牌之一，让我们在这里触摸河洛
大地的人文底蕴，感受洛阳历史的厚重魅力。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
（renwenheluo）

——“天下之中”的洛邑与不同时期洛阳的名称

洛阳，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名字，
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而事实上，
随着朝代更迭和疆土争夺，洛阳地
名屡有变化。

在传说时代，相传轩辕黄帝时
洛阳称为郏鄏（jiá rǔ），因其北部邙
山名为郏鄏山而得名，这也是后来
周成王定鼎郏鄏之说的缘由。

夏代太康为王时，赶走了在洛
阳居住的一个部落斟鄩（zhēn xún）
族，在今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一带定
都，斟鄩遂为城名，并开了洛阳为都
之先河，奠定了洛阳在中国几大古
都中为都年代最早之地位。

随后商革夏命，在今洛阳偃师
尸乡沟一带建都，名曰西亳（bó）。

西周时期，洛阳的名称比较
多。就地理区域而言，洛阳有中国、
土中、地中”等名称。其间，武王还
把洛阳称为中国。

就城邑而言，洛阳为西周东都，
有雒邑、成周、新大邑等名称，体现
了洛阳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

公元前770年，犬戎攻破镐京，
平王迁都雒邑。雒邑因周王居住而
称王城。景王去世后，王城发生了

王子朝之乱，敬王避居翟泉（今孟津县
平乐镇）。因乱党多在王城，敬王召集
晋、魏等诸侯大夫扩筑成周城（在今
白马寺东汉魏故城一带）并迁居之。
此后“成周”成为敬王所居之专名。

雒阳之名的正式出现是在战国
时期。洛河古名雒水，其位居雒水之
北，故名雒阳。此名既为地理区域名
亦为城名。秦朝时，五行学说盛行，秦
始皇按“五德终始说”进行推理，认为
周得火德，秦代周，应为水德，因此改
雒阳为洛阳。

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因
汉尚火德，复名雒阳。三国时魏以魏
为土行，又改为洛阳，后世沿用至今。

西晋以洛阳为都，西晋末年的
“八王之乱”使洛阳一带成为河洛丘
墟，后来成为羯族石勒后赵政权的南
都。隋朝建立，袭北周之制，以洛阳
为陪都，称东京。隋炀帝对东京进行
大规模营建称东都，并迁都洛阳。

唐初建洛阳宫。唐高宗显庆二
年（公元657年），高宗李治和武则天
移居洛阳，封洛阳为东都。武则天
建武周政权改东都为神都。唐玄宗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称东京。

《智囊》中有一则写一位智慧超
群的洛阳女人的故事。

话说曹魏时有个叫许允的人，
在吏部工作。他常挑选自己的同
乡做乡镇干部，于是有人打小报告
给魏明帝曹叡（ruì），明帝就派人
抓他。

许允之妻阮氏见丈夫被抓，情急
之下，光着脚跑来对许允小声说了一
句话，这句话救了许允一命。她说的
是：“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意思
是贤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说服他，但
不能向他求情。

面对曹叡的责问，许允的回答
是：“举尔所知。”意思是推荐你所了
解的人。

“举尔所知”是一个典故。春秋
时期，孔子的学生仲弓，也就是冉雍，
担任季氏私人封邑的管家，他问孔子
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了三条：“先
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先有司，是建
立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赦小过，是
刑罚要相对宽松些；举贤才，是选拔
任命优秀管理人员。仲弓又问：“怎
么举贤才呢？”孔子说：“举尔所知。”

许允一说这话，曹叡就明白了。
许允又接着说：“请皇上调查我选任的
干部的能力，若不称职，臣受其罪。”

曹叡一一调查，结果发现都能胜
任，而且百姓的口碑也很好，于是就
将许允释放了。

其实许允也是有问题的。孔子
说的“举尔所知”是要有考察人的德
行、能力、工作业绩以及群众测评等
程序的，不是简单地用熟人。如果那
样的话，稍不留神就是任人唯亲、拉
帮结派。

许允与太常夏侯玄、中书令李丰
等人往来密切，夏李二人想谋杀大将
军司马师，也就是司马懿的长子，还
未发兵，就被司马师灭了三族。

许允反倒官运亨通，被任命为镇
北将军。他高兴地对阮氏说：“终于

不再担心夏侯玄、李丰的事会牵连到
我了。”

阮氏反倒忧心忡忡地说：“我看
未必。”

果真，没过多久，许允还是受到
牵连而入狱。

许允被收押后，他的学生怕殃及
许允的两个儿子，便找到阮氏想把孩
子们带走藏起来。阮氏拒绝了。

司马师派机要秘书钟会去探视
他们。司马师交代钟会：“如果许允
的儿子看起来有才，立马拿下。”许允
的儿子远远看见钟会朝他们住的地
方走来，赶紧找母亲。阮氏告诉儿
子：“你们要自然地和他交谈，不要多
说，更不可询问朝廷的事。”

因为阮氏知道司马师疑心病很
重，而对付疑心病的方法就是愚可避
祸。儿子们才识不足，反倒安全。故
事的结局肯定是许允的两个儿子免
遭祸害。

可是这么一位聪明的女人，差点
与许允失之交臂。

两人结婚前没见过面。当许允
撩起阮氏盖头后，吓了一跳——这阮
氏长得太丑了！于是他想跑，阮氏却
一把拽住他。许允边挣扎边一脸严
肃地说：“别这样！妇有‘四德’，你符
合几条？”

“四德”是封建礼教要求妇女具
备的四种德行——妇德、妇言、妇容、
妇功。阮氏淡定地说：“‘四德’里我
所缺的，仅仅是容貌。但读书人‘百
行’，您又符合几条呢？”许允吹牛：

“我‘百行’俱佳。”阮氏说：“‘百行’德
为首。您好色不好德，怎能说‘百行
俱佳’呢？”许允哑口无言。

许允也是聪明人，他明白阮氏虽
丑，但是个值得尊敬的聪明女人。从
此夫妻相敬相爱，感情和谐。

下期我们讲述的是发生在邙山
的急智救命的故事，主人公叫李穆。
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