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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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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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是洛阳东郊太平庄人，战国时期身佩六国相印的纵
横家，与同为纵横家的登封人张仪早年是同学，共同拜师于汝
阳云梦山开办“军校”的鬼谷子。论学习成绩，张仪超过苏秦，

《史记·张仪列传》中也有“苏秦自以不及张仪”的说法，可参加
工作后的表现呢？苏秦与张仪到底谁厉害？《智囊》里的这则
故事或许能说清楚。

苏秦的六国相印是成功游说六国君王得来的，他们同意缔
结合纵盟约以抗秦。可苏秦仍担心强大的秦国会抢先对六国各
个击破，使盟约毁于一旦。他思忖着应该派个人去秦国，阻止秦
国的这种想法，可是谁能去呢？又怎么去呢？正忧虑时，听说老
同学张仪最近工作没有着落，苏秦一拍大腿，说：“这下有了！”

苏秦为张仪出使秦国抛下了一条“鱼线”，上面挂着五个
连环“鱼钩”。

第一“钩”是拉。苏秦暗中派了一个认识张仪的人，装作
为他着想的样子，劝他利用同学资源拜谒苏秦。张仪沉吟半
晌，觉得也有道理，于是来到赵国求见苏秦。

第二“钩”是拖。老同学来了，可苏秦做得挺“绝情”：一面
命秘书不许为张仪引见，一面又暗中想尽各种法子使张仪滞
留在赵国。

第三“钩”是激。几天后，张仪实在受不了苏秦耍大牌了，
正要收拾行李离开，苏秦终于答应接见张仪。见了面，苏秦也
没有老同学应有的热情，让他坐在离自己八丈远的堂下，赐他
与仆人同样的食物。

这还不够，苏秦还拉着脸，奚落张仪说：“咱俩可都是鬼谷
子老师的学生啊，虽然毕业后各奔东西，可以你的才能，怎么
也不会让自己混得连喝粥的钱都没有啊！这也太让老师失望
了吧。”张仪在堂下眼圈泛红，粗糙的饭食噎在嗓子里咽不下
去。苏秦仍不罢休，他站起身来指指旁边桌子上摆着的装着
六个相印的锦盒，再点着张仪说：“凭我今天的地位，向各国君
王推荐你，给你个好职务，让你享荣华富贵，还难吗？那都不
是事儿！可看你这副样子，实在不值得我这样做！你走吧。”
说完一甩手进了内室。

张仪很委屈，也非常生气。离开赵国后，他坐在驿站边，
盘算各诸侯中没有一个值得他投效的，想来想去只有秦国能
打败赵国，帮他打击苏秦的嚣张气焰，于是启程入秦。

第四“钩”是送。苏秦一面向赵王禀告张仪入秦之事，一
面派个人装作土豪暗中尾随张仪，和他投宿同一客栈，并大方
地为他埋单。不久，张仪终于如愿见到秦惠王，被聘为客座大
臣，与秦惠王商量如何破解诸侯联盟。

第五“钩”是控。这时那位旅途中认识的土豪向他辞别。
张仪动情地说：“靠您的帮助，我才得以显贵，现在正是我该报
答您的时候，您怎能离我而去呢？”那土豪笑笑说：“你的知音不
是我。”张仪奇怪地问：“那人是谁呢？”土豪神秘地小声说：“苏
秦。”张仪更吃惊了：“您开玩笑吧？”那土豪神色严肃道：“是
的。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赵国，会破坏合纵盟约，他认为除了你，
谁也不能掌握秦国话语权，所以故意激起你奋发的心志，同时
派我暗中保护和资助你。”说完，土豪站起身来，拱手道：“现在
你已得到秦王重用，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回去复命了。”

张仪听完这番话，感叹地说：“唉，这都是老师教过的谋术
啊！现在苏君用在我身上，而我竟然一直没发觉，打脸啊，自
愧弗如！”他告诉那土豪说：“您回去告诉苏君吧，现在我刚被
秦国任用，怎么会图谋赵国呢？苏君在，不谈赵，况且我又哪
里有能力和他作对呢？”

由苏秦导演的这一场戏到这里达到他的目的了：他激张
仪到秦国，而且让张仪自愧不如，即使到了秦国也不敢轻举妄
动，就是要利用张仪操控秦国，从而保证合纵战略的实施。

果真，苏秦在世的时候，张仪不敢图谋攻赵。
我们或许会问：苏秦何不让张仪也能在六国中显贵而成

为自己得力的帮手，反而要刺激张仪投效秦国，给予张仪破坏
合纵的筹码呢？这难道不是失算吗？

如果是这样想，那就不是苏秦了。苏秦考虑有两点：
一、张仪此人好标新立异，必定不会甘心当自己的一名属

下，又怎么肯全力配合自己的合纵战略呢？执行力会大打折扣。
二、资助张仪投秦后，他会报答自己的知遇之恩；如果两人同

为六国效命，仅他的工作态度和执行力，自己岂能有一天的安宁吗？
这才是苏秦抛线下五“钩”的真实目的吧。

下一期，我们将讲述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大臣，他的聪明
之处在于知人善用。敬请关注。

在六七十年之前，农村
妇女的美容手段特别少，但
有一种修饰手段非常盛行，
这就是“搐（chū）脸”。

搐脸不用花钱，做起来也非常容易。需要搐脸的女子和
搐脸的操作者面对面坐定，操作者拿出一根两三尺长的细
线，把细线的一端咬在嘴里，左手捏住细线的另一端，右手把
细线合起来，满把手钻在细线鼻儿中，连续挽十来下，使两股
儿细线绞上十来劲儿，再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线鼻儿的两
股分开，这就形成一个“Y”字形的三股岔儿。通过左手、右手

（拇指、食指或开，或合）跟咬着细线一端的嘴的配合互动（或
拉，或松），细线绞成的绳劲儿就在被操作者的脸上滚动，那
些细柔的毫毛就被拔掉。

□朱宏卿

苏秦“五钩”钓张仪

□沙宇飞

草芽菜甲一时生

白居易诗云：“二月二日新
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菜甲，
指菜初生的叶芽。农历二月初
二，是古代洛阳的花朝节，又称
挑菜节。这天，洛阳人要郊游
踏青挑菜。挑菜，就是采摘野
菜或菜园中的蔬菜，因为二月
二正是诸菜返青发绿、鲜嫩可
口之时。

春到周南野菜香

——洛阳挑菜节漫谈 □郑贞富

踏青春游窈娘堤

□胡树青

搐脸

周南，洛阳的古称。《诗经·周南》是
西周、春秋时洛阳的民歌选，其中《关雎》

《卷耳》《芣苢》三篇，是与春天采野菜相
关的民歌。

《关雎》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
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
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
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
钟鼓乐之。”

故事发生在春天的伊洛河边，有一
位采摘荇菜的姑娘，一个小伙子爱上了
她，小伙子朝思暮想，为得其芳心，“琴
瑟友之”“钟鼓乐之”。荇菜，又称水葵，
伊洛河里的一种野菜，茎白，叶紫红，浮
在水上。

春天里，有位洛阳少妇在采集卷耳
时，想起了她远行在外的丈夫，唱出了

《卷耳》这首民歌。《卷耳》曰：“采采卷耳，
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译成
白话诗是：“采呀采呀采卷耳，半天不满
一小筐。我啊想念心上人，菜筐弃在大
路旁。”卷耳，又称苍耳，石竹科一年生草
本植物，嫩苗可食。

《芣苢》是当时洛阳人采芣苢时所唱
的歌谣，充满了劳动的欢欣，洋溢着劳动
的热情。《芣苢》曰：“采采芣苢，薄言采
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
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
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xié
用衣襟兜起来）之。”诗中的“薄言”是语
气词，“掇”“捋”“袺”“襭”都是采摘芣苢
的动作。芣苢，车前草，多年生草本植
物，古人喜食其嫩叶。

见于《诗经》的野菜，还有蕨、薇、藻、
荼等多种。采摘这些野菜，是当时人们
生活的需要，但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风俗，
形成固定的节日。宋代《翰墨记》说：“洛
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游
玩，又为挑菜节。”

白居易《二月二日》：“二月二日
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
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二月
初二，野菜正返青发绿，这是野菜最
嫩最具营养且最美观的时候，洛阳
人把这个日子设为挑菜节，是最合
适不过了。这个节日里，人们踏青、
春游、挑菜，尽享这大好春光。

十字津头，指的是天津桥头的
窈娘堤。唐代孟棨（qǐ）《本事诗》
等文献说，窈娘是武则天时左司
郎 中 乔 知 之 的 女 婢 ，貌 美 善 歌 。
挑菜节时，窈娘与女伴们骑马到
郊外春游，被武承嗣抢去。乔知
之愤痛成疾，在细绢上写一首《绿
珠怨》，用重金买通武的守门人，

送给窈娘。这诗借石崇爱姬绿珠
殉 情 坠 楼 的 故 事 ，以 讽 刺 窈 娘 。
窈娘得此诗，羞愤难言。次年挑
菜节，窈娘陪武承嗣在洛浦游春
之时，投洛河自尽。后人哀之，将
这段河堤称为窈娘堤，每年挑菜
节在此凭吊窈娘。

诗人韩琮来到这里，其《二月二
日游洛源》云：“旧苑新晴草似苔，人
还香在踏青回。今朝此地成惆怅，
已后逢春更莫来。”雍陶也来到这
里，其《洛中感事》云：“洛城今古足
繁华，最恨乔家似石家。行到窈娘
身没处，水边愁见亚枝花。”

这年的挑菜节，白居易与好友
刘禹锡、元稹等人至窈娘堤，白居易

咏《天津桥》诗云：“津桥东北斗亭
西，到此令人诗思迷。眉月晚生神
女浦，脸波春傍窈娘堤。柳丝袅袅
风缲出，草缕茸茸雨剪齐。报道前
驱少呼喝，恐惊黄鸟不成啼。”

白居易等人离开窈娘堤后，到
洛阳南郊游玩。刘禹锡《同乐天和
微之深春二十首》：“何处深春好，春
深小隐家。芟庭留野菜，撼树去狂
花。”“何处深春好，春深兰若家。当
香收柏叶，养蜜近梨花。野径宜行
乐，游人尽驻车。菜园篱落短，遥见
桔槔斜。”他们去的是小隐、兰若家，
即隐士静修之地，有野菜，也有长着
春韭、香椿、春笋等蔬菜的菜园，可
以挑菜、饮酒、赋诗。

北宋时，洛阳为西京，是文化之
都。西京文人们，喜欢结社交游。
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初，欧阳修
任西京留守推官，与谢绛、尹洙、梅
尧臣、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
道结为“七友”。

二月初二，七人到洛阳东郊踏青
挑菜，饮酒赋诗。欧阳修《浪淘沙》词
曰：“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
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
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
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
同？”挑菜节时，洛阳的玉兰、迎春等
花已开，众人赏此美景，甚为欢欣。

众人各以挑菜节为题赋诗，梅尧
臣《和挑菜》云：“中圃本膏壤，始觉气

候偏。出土蓼甲红，近水芹芽鲜。挑
以宝环刀，登之馔玉筵。僻远尚含
冻，安占春阳前。造物非有意，地势
使之然。”诗中说，洛阳的菜园土地肥
沃，这里春天气温高。二月初二时，
蓼甲泛红，芹芽新鲜，用宝环刀采之，
然后可做成美味佳肴。不像有些偏
远地区，还处在天寒地冻中，未见明
媚的春光。这不是造物主有意为之，
而是因为地势的缘故。

诗中提到的蔬菜，除芹菜外，另
一种是相对陌生的蓼甲。蓼甲，就是
蓼菜芽。蓼菜种类甚多，以香蓼口感
最好，种植较普遍。蓼菜为一年生草
本植物，其形状、味道如现在的芦笋，
质地鲜嫩，风味鲜美，柔嫩可口。冬

天时，洛阳菜农也在温室培育蓼甲、
韭黄，在春节前上市。梅尧臣《闻卖
韭黄蓼甲》云：“百物冻未活，初逢卖
菜人。乃知粪土暖，能发萌芽春。”

挑菜节时，北宋洛阳人在菜园
中采摘的蔬菜还有白菜、芥菜等。
宋神宗时，在寿安、福昌（均在今宜
阳）任县尉六年的张耒，其《二月二
日挑菜节大雨不能出》云：“久将菘
芥芼南羹，佳节泥深人未行。想见
故园蔬甲好，一畦春水辘轳声。”张
耒此诗说平日爱吃菜羹，时值挑菜
节，自然想尝尝菘菜（白菜）、芥菜等
时鲜蔬菜，但雨湿泥深，不能出门，
只好回忆故乡菜园，仿佛又闻故乡
淮阴的辘轳汲水声。

骆宾王（约公元 638 年—？），婺州
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唐代诗人，与王
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

高宗永徽中，骆宾王为道王李元
庆府属，历任武功主薄、长安主簿。他
于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为起
兵扬州反武则天的李敬业作《代李敬业
讨武曌檄》，文笔犀利，文采不凡。

徐敬业兵败，骆宾王逃亡，据《新安
县志》记载，他匿居新安县。

诗抒真情 直言招祸

骆宾王聪明颖悟，博览群书，诗文皆
长。骆宾王反对诗纤巧绮靡，提倡刚健
骨气，诗作《帝京篇》即可证明——首写
长安之壮观，接着抒情和议论，结尾为：

“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洛阳才子贾
谊不是被冷漠弃置不用而死的吗？议论
刚直有力。

唐仪凤三年（公元678年），骆宾王
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由长安主簿
入朝为侍御史，武则天当政，骆多次上

书讽刺。骆《在狱咏蝉》借诗抒发他的
悲愤之情：“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这首诗流传
很广，也有些故事。原来骆宾王见武则
天日益专权，同高宗李治并称“二圣”，
上朝时竟并列而坐，他就上疏言此事，
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牝鸡司晨，有
违礼法。”这当然引起武则天的愤怒，遂
将他逮捕入狱，他因此写出此诗：借物
抒情，托物寓意，以抒忧愤。后出狱，他
再也不追求官位，唯以写诗自娱而已。

骆宾王一生写诗不少，涉及方方面
面，他的长篇歌行《帝京篇》在当时就被
称为绝唱，《畴昔篇》《艳情代郭氏答卢
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
都流传一时。这种诗体，从六朝小赋变
化而来，言词整齐而流利，声情并茂，感
染力强，易于成诵。

以一檄文 名震朝野

唐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
自立为帝，改唐为周，定都神都（洛阳）。

武则天此举引起朝野震荡，李唐大
臣多有不满，徐敬业在扬州发动起义，
命骆宾王起草讨武曌书。骆宾王本对
武则天不满，当然乐意为之。

骆宾王起草著名的《为李敬业讨
武曌檄》。此文文笔犀利，慷慨激昂，
气吞山河。檄文开头：“伪临朝武氏
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接着写
她的种种罪行：“人神之所同嫉，天地
之所不容……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
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再写徐敬业
起兵的正义性与军容的宏大壮观：“敬
业……奉先君之成业……顺宇内之推
心……是因气愤山河，志安社稷”“班
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结
尾号召全体军民响应，并以凄婉的笔
调以动人心：“一抷之土未干，六尺之
狐何托”“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
之天下！”檄文送到武则天手里，她读
后拍案道：“有如此才，而使之沦落不
偶，宰相之过也！”

徐敬业起事失败，骆宾王逃亡，“不
知所终”（据《旧唐书》）。

逃亡新安 详情待考

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
明。《资治通鉴》说他与徐敬业同时被
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
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也有史
料记载他向北过黄河，绕过洛阳，逃至
新安。

据《新安县志》记载：在新安西冶西
二里附近，骆宾王因遭武则天追捕，逃
至北部漏明崖一带隐居，不远处有滩子
沟。传说骆宾王逃至滩子沟时天降暴
雨引发山洪，将其子冲走，他顺流发现
儿子的尸体，故名滩子沟。此处距龙潭
大峡谷不远，尚有骆宾王墓及骆氏后
人。当然，这些有待进一步考证。

文写讨武曌檄 诗抒率真性情
——骆宾王 初唐四杰之一

诗友相约挑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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