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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第二位天子隋炀帝杨广与洛阳很有缘分。隋仁寿四
年（公元604年），杨广在长安继位。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
炀帝营建东都，迁都洛阳。

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是隋炀帝杨广的父亲。他能
成为天子，却早被一人算定。

杨坚在还没有成为天子前，有一次夜宿江边，梦见自己缺了
左手，醒后心情很不好。上岸后，他来到一草庵，庵中有一老和
尚，道行极高，杨坚请老和尚解梦，老和尚立即起身道贺。杨坚很
惊讶：“你这梦还没解呢，道什么贺呢？”老和尚坐下来，手捻佛珠
说：“少了左手就是‘独拳（权）’，先生一定能成为天子。”杨坚登
帝位后，下令重修庵堂，赐名吉祥寺。老和尚悟性高、反应快，有
深谙世事、察言观色的本领！如果按照这个解法，杨坚若是梦中
缺了头发，岂不是也要看破红尘做和尚？

杨坚当了天子，一统大业还是靠了他人的智慧。
公元581年，隋文帝在长安废掉了自己的干外孙、北周静帝

宇文阐，自立为帝。但南朝陈还没有被消灭，陈国不灭，全国仍然
不能统一，这是杨坚的心头之患。

隋文帝就问元帅高颎（jiǒng）进攻陈国之策。
那么，高颎道出了什么良策呢？
高颎有三大策略：
其一，江南气温高，水田收成早。趁陈国人忙着收成的时候，

征调少数兵马在边境集结，做出开战的样子，陈国必定会抽调人
力屯兵防守。一心不可二用，顾战备就顾不上收成，如此便可废
掉陈国的农时。

其二，陈国人忙着防御，我军就退兵，反复多次，陈国士兵
再看到我军集结，一定会麻痹，这时，我军开始突袭，一定能打
败陈国。

其三，江南土层薄，民舍多半是用竹子茅草搭建，而谷仓又
不如北方的地窖安全，我们可以纵火烧仓。等陈国人把谷仓建好
了，放火再烧，不出几年，陈国必然吃不消。

隋文帝用高颎的这三招，使陈国陷于民生凋敝、财用困难的
窘境。公元589年，陈国终于撑不住，而后隋文帝统一了全国。

高颎确实“高”！高就高在重用影子一般的无形之兵，取得了
有形之兵也未必能取得的效果。企业文化就是无形之兵，这种无
形之兵为什么厉害？因为企业文化有四大“神器”、六种“神功”：

四大“神器”——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六大“神功”——导向、辐射、激励、约束、凝聚、塑造。
拥有文化的“无形之兵”，才是真正的开疆辟土、长治久

安之计。
下一期，我们将讲述唐朝宰相姚崇是如何运用语言的智慧

从而一箭三雕的，敬请关注。

□沙宇飞

高颎三招败南陈

古井禅寺古井清22

魂牵梦萦洛阳街魂牵梦萦洛阳街
□□刘彦卿刘彦卿

在才女张爱玲眼里，香港是上海的一座“她城”，楼宇间飘荡着
海派的气息和灵韵，而在许多泉州人眼里，隔江而望的洛阳镇也像
是泉州的一座“她城”：泉州有“站着的”东西塔，洛阳镇便有“躺着
的”洛阳桥；泉州有熙熙攘攘的中山街，洛阳镇就有一条骑楼林立
的洛阳街；泉州“满街皆是圣人”，洛阳镇也一样“代有才人出”……
洛阳镇的一切，都像是泉州完美的镜像，却又独具一种经多年积淀
而生发出的别样意韵。其中，洛阳街最令人魂牵梦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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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泉州市惠安县洛阳镇，已
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城镇。福厦公
路穿镇而过，镇政府设在洛阳街，扼
洛阳江入海要冲。下辖包括洛阳村
在 内 的 25 个 行 政 村 6.2 万 人 口 。
2010 年 6 月，洛阳镇与东园镇、张坂

镇、百崎回族乡及惠南工业园区一
起委托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但更
多的外地游客包括本地居民在内，
更愿意看的还是洛阳镇的古色古
香。而最能彰显古色古香的地方，非
洛阳街莫属。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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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街两里桥11
在洛阳镇，有4条洛阳街。1条是

洛阳镇镇政府所在地的洛阳街，另 3
条分别是 3 个自然村里的洛阳街。我
们这里所说的就是洛阳镇镇政府所在
地的洛阳街。

这条洛阳街约三里长。这条洛阳街
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晋末年第一批中原
先民迁入之时。由于这里耕地少，中原
先民迁入之际，就在这里摆摊设点，久

而久之便形成了小街市，名曰洛阳街。
到宋代洛阳桥建成后，这里便成

为旅客南来北往的海上交通要道，并
逐渐发展成为繁华集市，当地人称之
为“三里街两里桥”：“三里街”是指洛
阳街长达三里，“两里桥”是指洛阳桥
有两里长。如今在洛阳街漫步，仍可看
到古街两侧遍布的清末民初以来建造
的闽南式大厝和洋式临街骑楼。

千载悠悠洛阳街，最引人注目
的莫过于坐落于街旁、与民房相连
的古井禅寺。

古井禅寺顾名思义就是为古
井所修建，为一座水井建造寺院，
实属罕见。这口古井就更值得一
看。泉州城内外，散落着诸多古
井，大多藏身于古街窄巷，古井禅
寺的这口古井也不例外。沿着滴
滴水迹寻觅，在郁郁葱葱的爬藤
植物的掩映下总算找到了这口古
井。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古井
至今水位极高，水清冽异常，一伸
手似乎就可触及水面。古井禅寺
又名洛阳观音禅寺，始建于唐朝

贞观年间，唐朝中期曾有多名高
僧在此主持道场法事。

相传在北宋泉州太守蔡襄主
持建造洛阳桥期间，建桥之事惊
动了上天诸神，观世音菩萨来到
了洛阳江边，化作一老妪，于江边
搭茅为屋，画地为井，日日在洛阳
街上摆茶水摊，广施药茶，只要一
碗药茶下肚，疾病立除。造桥期
间，不论是当地居民还是造桥的
民夫走卒，只要喝过药茶的个个
都身体康健。大桥建成后，老妪化
身离去，当地人感念她的慈悲之
心，就在洛阳镇洛阳街老妪施药
茶之处修建庙宇。

千古悠悠洛阳街33
洛阳街上，还矗立着一处建

筑，这便是著名的王氏宗祠。该建
筑门前蹲着两座精美的石狮，挂
着大红灯笼，贴着大红对联，供
奉的是唐僖宗时从河南率万余
义军辗转入闽，被当地人奉为

“开闽三王”的王潮、王审邽、王审
知三兄弟。

在洛阳街的一端，为敬祀海
神的昭惠庙。据说那里就是当
年建造洛阳桥的指挥部，曾经
车水马龙、运筹帷幄的喧闹之
地，如今只有缕缕青烟缓缓飘
散。庙门外就是洛阳桥，挑着鱼
篓的惠安女缓缓走过，有的甚
至直接搬张板凳撬起海蛎来，
庙里的熏香混杂着咸湿的海产
气息，遥远的历史与切近的市井
就这样在老街上空天衣无缝地

融合在一起，吸引着无数文人雅
士前来造访。

洛阳街除了玄幻的传说，也
不失浪漫的气息，《康定情歌》的
采集者和改编者吴文季先生的
故居，就坐落在洛阳街的小巷
中。吴文季故居是一处建于清
末、面积不足 50 平方米的闽南民
居。在这里，吴文季谱写并编导
了《阿兰》《惠女颂》《渔蚌嬉舞》
等乐曲和舞蹈。

在小小的洛阳街，像吴文季这
样的名人还有许多，如明朝进士庄
应正、陈子佐、庄毓庆，清朝文学家
陈金城，爱国侨领王泉笙等。他们
从小枕着洛阳江的潮声和从洛阳
街去往五湖四海的马蹄车辙声长
大，从洛阳街启程，开始“达则兼济
天下”的仁者之路。

洛阳·视界

本版长期征集原创图片，您可在洛阳网
“洛阳社区”摄影天地（http://bbs.lyd.com.
cn/forum-67-1.html）、河图网发帖或发送
邮件至lyrbshb@163.com，我们将择优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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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作者木头、刘肖坤、一帆将个人通信地址和联系
方式发至lyrbshb@163.com，以奉薄酬。

秋 日

近日，在洛宁县罗岭乡铁佛寺一个
深山沟里，来自县绿化委的古树普查工
作人员正在给一颗树龄在600年左右的
栎树测“身高”、量“胸围”，并进行 GPS
卫星定位拍照，建立电子档案。

洛宁地处河洛文化发祥地，境内有
“古银杏”“刘秀柏”“千年槐”及皂荚树
等诸多古树名木，其中树龄最长的已
有 2500 余年，这都是洛宁县厚重历史
的见证。

为保护好这些珍贵的绿色文物，全
面掌握该县古树名木总量、种类以及分
布状况，今年全县组织开展继2008年普
查之后的第二次古树名木普查建档工
作。本次普查严格按照《全国古树名木普
查建档技术规程》要求进行。普查后将给
每棵古树（名木）设立标牌，标明详细树
况信息。截至目前，该县已全面完成所有
18个乡镇6个国有林场的古树名木普查
工作，共有古树（名木）1.3万棵，散生古
树（名木）1530棵。

本报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李中灿
朱秀丽 文/图

万余棵古树名木有了“新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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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洛宁县罗岭乡的千年皂荚树

位于洛宁县故县镇的千年银杏树（资料图片）

量“胸围” 测“身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