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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与雅典娜的对话
□郑贞富

丁酉金秋，笔者随着重走丝路采风团，来到了神秘的希腊首都
雅典。在人类历史上，希腊是一段飘动的神话，这里曾是整个西方
世界思考的中心，雅典卫城、雅典娜、奥林匹克、《荷马史诗》，每一
个名词都牵动着人们的灵魂。雅典和洛阳，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
的著名古都，这两个伟大的城市，必然有着特殊的历史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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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与宓妃故事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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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雍（公元 1011 年—1077 年），字尧夫，祖籍范阳
（今河北涿州），30岁时来河南洛阳，在安乐窝过着极为
艰辛和贫苦的日子。他创理学“象数之学”，为人谦和，交
友极多，深受洛阳人爱戴，卒于安乐窝，葬于伊川。

生活清贫 内心快乐
邵雍30岁时，游西京洛阳，被洛阳的秀美风光所吸

引，便举家迁居洛阳。他初到洛阳，先居城东北云溪观
（邵雍称“长生洞”）。他生活穷困得让人难以想象：冬无
棉被，夏无扇子和席子。

西京留守王拱辰在洛河之滨、天津桥之南为邵雍建
立了宅园，邵雍将其命名为安乐窝。此时他名气很大，又
值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本想拉拢这位名人，但邵雍坚决
不同王安石交往并反对其变法主张。王安石下令收他的
住地，变为公有。恰巧此时司马光在洛编著《资治通鉴》，
他就和富弼等二十余家集钱买下了安乐窝，赠给了邵
雍。邵雍写了一首长诗以答谢，诗中有“重谢诸公为买
园”“二十余家争出钱”之句。

邵雍虽生活清贫，但他在洛阳研究学问，著文写诗，
极为快乐，他曾写了“夏居长生洞，冬居安乐窝”“窃料人间
乐，无如吾最多”，道出了内心的满足与快乐。

为人谦和 友人极多
邵雍为人谦和，品行高洁，结交相同文化的官员、学

者极多。他与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交好；他与周敦颐、
张载（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大学者）、程颢、程颐等来往密切，时人称为

“北宋五子”。
邵雍同司马光友情极深。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常

邀邵雍前往。某次，司马光问邵雍：“你看我是什么人？”
邵雍回答：“君实乃脚踏实地之人也。”“脚踏实地”一词由
此而来。

邵雍爱饮酒，也爱赏花。某个春光正好的时候，司马
光给他送酒两坛，附带送诗一首：“红樱零落杏花开，春物
相催次第来。莫作林间独醒客，任从花笑玉山颓。”邵雍
欣喜，和诗一首：“洛阳花木满城开，更送东都双榼来。遂
使闲人转狂乱，奈何红日又西颓。”

邵雍也常同富弼、文彦博等在一起畅谈，作诗饮酒。
一时间，邵雍名闻天下，有些人来洛阳做官，先拜望邵雍，
然后再去衙门拜望其他官员。洛阳百姓也对邵雍充满尊
敬和热爱之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

创先天学 影响深远
邵雍学识渊博，他参悟《河图》和《洛书》，又根据《易

经》中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融合儒道思想，创立了理学
中的“象数之学”（也称先天学）。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

“太极”，即“道”和“心”。“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
数则象，象则器，器之变，复归于神也。”也就是说，太极永
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始有终，并且按照“先天
图”循环变化。他为此画出“先天图”，完善“太极图”，成为
道家道教的神明。

邵雍著作颇丰，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
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等。他还写诗三千余首，如
写牡丹花开时的情景：“洛阳人惯见奇葩，桃李花开未当
花。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始乐无涯。”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邵雍卒于安乐窝，年六十
七岁，葬于伊川紫荆山。

——北宋象数学大师邵雍

□朱宏卿

安贫乐道究天理
安乐窝里留美名

——重走丝路记之一

正如每个来洛阳的游客都会听到
宓妃的故事一样，在去雅典卫城的车
上，导游讲起了海伦的故事。

海伦是《荷马史诗》塑造的美女。
《荷马史诗》传说由盲诗人荷马创作，
在公元前2世纪整理成文字作品。

《荷马史诗》说，海伦是天神宙斯
的女儿，她无可匹敌的美丽和魅力使
希腊各地的英雄们都迷恋于她。最
后，海伦嫁给了希腊斯巴达的国王墨
涅劳斯。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乘船到
希腊，把海伦骗走，带到特洛伊城。为
了夺回海伦，双方进行了长达10年的
战争。最后，希腊用木马计攻破特洛
伊城，夺回了海伦。

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
罗多》，描述了阿逾陀城国王罗摩的妻
子悉多，被楞伽岛魔王罗波那绑架，双
方进行了10多年的战争。西方学者认
为，这两部印度史诗是参考《荷马史诗》
创作的。

但是，中国宓妃的故事，比二者
要早得多，宓妃的故事在屈原的《九
歌》《离骚》及《竹书纪年》等文献中都
有描述，而《九歌》正是屈原整理的上
古民歌。宓妃，是伏羲氏的女儿，嫁
给了上古洛阳地区有洛氏部族首领

洛伯用。宓妃美若天仙，有河氏的首
领河伯冯夷垂涎于她的美貌，将她掠
走。有洛氏、有河氏为此发动了长期
战争。洛伯请来了神箭手后羿相助，
救回宓妃。

从文化传播论来看，这三个故事
可能是同源的。丝绸之路的开拓，比
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周代地理学著
作《穆天子传》明确记载，约公元前
964年，周穆王从洛邑出发，到达中亚
细亚。他在瑶池会见西王母的地方，就
是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斋桑泊。

《穆天子传》说，在离西王母住地
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巨鸟解羽”“集鸟千里”。专家们据此
推断，这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在他《历史》中讲到的欧亚大陆内地

“有羽毛自天降下”“大地和天空到处
都是这种羽毛”，说的是同一个地方。

考古发现，早在周穆王西巡之前，
中国的丝织物、漆器等，便已到达了地
中海沿岸一带。周穆王西巡，则标志
着洛阳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初步开
通，而思想、观念和故事沿着这一通道
迅速传播，经旅行家、商人不断扩散。
宓妃的故事从洛阳传到中亚，从这里传
到印度、希腊，是大有可能的。

穿过布拉卡区的大片希腊特色民
房，就到了著名的阿克罗波利斯山。
雅典卫城，就屹立在此山之巅，它是希
腊的眼睛，是西方人精神与理想的栖
息地。

雅典卫城面积约有 4 平方千米，
传说始建于公元前580年，实际上始
建年代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雅典卫
城，是祭祀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圣
地。帕特农神庙、雅典娜神庙等，这些祭
祀雅典娜的庙宇，是城中的核心建筑。

古罗马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
《英雄传记》中，写到雅典卫城建设时
说：“大厦巍然耸立，宏伟卓越，轮廓秀
丽，无与伦比。”但是昔日的壮观华美，
如今只余断壁残垣。雅典娜神庙，如

今只在西边保留一些石柱和建筑物。
帕特农神庙的屋顶已不存在，唯有那
几根大理石柱依然擎天而立，依稀可
见当年的辉煌。

雅典娜的原型就是美女海伦，她
被尊为雅典的守护神。在希腊神话
中，她是智慧女神，农业、纺织、陶艺与
园艺的保护神。而在世界的东方，宓
妃被尊为洛神，她是洛阳的守护神，她
教会百姓纺织、制陶、种植、畜牧等各
种技艺。同样，在古印度的神话中，悉
多入天国，化为吉祥天女。

雅典娜、洛神、吉祥天女，这三大
女神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是丝绸之路
上古代神话不断交流和传播而逐渐塑
造的。

雅典卫城是一座石头城，坚固的
城墙筑在四周。高地的东面、南面和
北面都是悬崖绝壁，人们只能从西侧
登上卫城。雅典卫城所有的建筑都采
用大理石建成，晶莹洁白。紧挨着雅
典娜神庙的是著名的柱廊，它的结构
较复杂，如今只有残柱断墙。

我来到这里却有旧地重游之感，
因为雅典卫城与洛阳的古石城几乎一
模一样。洛阳的古石城位于鹿蹄山之
巅，此山又名非山、半壁山等。鹿蹄山
在宜阳县城南12公里处，是一座海拔
只有810米的小山。

古石城究竟建于何时，人们并不
清楚，只知道因鹿蹄山为甘水之源，古
石城又称甘城。北魏郦道元在《水经
注》中，有“甘水发源……在非山上，世
之所谓古城”的记载。

我第一次到古石城，是在2009年
春陪一位台湾学者去的，他到过雅典
卫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论点，认为古
石城是有洛氏之都，即洛神生活的地
方，后来被有河氏占领，始建年代在夏
代之前。这种石城建筑工艺，最早在
这里产生，后来从丝绸之路传到中亚，
又传到希腊、罗马。他考察古石城后，
更坚信了这种认识。

同雅典卫城一样，古石城三面是
悬崖，只有南面可以入城，城中的建筑

都是石头的。城墙虽然只剩残垣，但
仍有“固若金汤”之感。古石城的主建
筑也是神庙，即著名的德应侯庙，供奉
的女神就是洛神。

为什么洛神庙称为德应侯庙呢？
因为民间传说洛神教人烧窑制陶，又
尊其为窑神。北宋徽宗时，封窑神为
德应侯，对此庙进行大修，改名为德应
侯庙。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这里有
规模盛大的庙会。

这位台湾学者的观点，有文献学
的证据。《竹书纪年》记载，在夏代末
年，有河氏与商部族结成联盟，于夏桀
二十六年灭掉有洛氏。有河氏则占领
了有洛氏故土，但在商朝灭亡之际，有
河氏西迁至黄河上游的阳纡之山，即
今贺兰山。从贺兰山到内蒙古草原，
往西直到伊朗，都有不少古石城，但时
间比洛阳古石城晚得多。2014年秋，
重走丝路采风团曾到古波斯首都波
斯波利斯，这也是一座古石城，建立
时间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与雅典卫
城同期。

显然，从洛阳到雅典，这条古老
的丝绸之路，也是筑城技术传播之
路。雅典卫城是世界著名景点，而洛
阳的古石城还不为人所知，谈到这
些，重走丝路采风团的不少成员都发
出一声叹息！

走近古石城

在雅典娜神庙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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