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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五六十年前，绝大多数人家做饭使用的还都
是生铁铸造的锅。如果锅底出现的缝隙有一定的宽
度，或者出现面积较大的残损，就得用“锢漏锅”的方法
来修复。

锢漏锅的方法是：先把火炉稳固在地面上，在其右
侧放个风匣，把装满犁面铁的坩埚放到炉膛中心烧，使
犁面铁化成铁汁。在地面上掉角儿钉上3根1尺来长
的细铁棍，把清理好裂缝等待修补的铁锅放到铁棍
上。锢漏锅匠把一片旧鞋垫一样的破布垫放在左手掌
心上，先在水盆中蘸蘸清水，再拿布垫去挖些秕谷糠；
右手拿个长把尖嘴钳子，夹住用耐火土做成的小勺去
坩埚里挖一颗黄豆粒大小的铁水珠，迅速将其倒在布
垫的中间，再把左手伸到锅底下面，对准需要填补的缝
隙把布垫上那颗滚烫溜圆的铁水珠捂到缝隙处，然后
右手拿上事先把下端弄得极其平整的布卷，猛把铁水
珠挤压一下，铁水珠就被挤得扁平并凝固下来。这样
反复几次，锅底的缝隙就会被修复。

据明史《海瑞列传》记载：明世宗朱厚熜专意斋醮，
久不视朝，大臣无敢言时政者。嘉靖四十五年（公元
1566 年）二月，海瑞独上书进谏。“帝得疏，大怒，抵
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

‘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
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道也。’帝
默然。少项，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

这个为海瑞说话的黄锦，号龙山，河南洛阳人，曾
做过三十多年大司礼。他生活在明王朝从全盛走向衰
落的时期。当时，土地过分集中，农民无地或少地耕
种。鉴于此，他竭力主张均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
民的利益。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曾为家乡人民办了不少好事。
他曾捐资并主持修缮了白马寺，使白马寺占地面

积扩大到六十亩。这次修缮规模是空前的，计修有前
后大殿、钟楼、鼓楼、礼贤堂、庭厢、法院、禅院等，并修
建了大门三洞，新塑了诸佛菩萨像，以砖石铺砌了道路
和台阶。同时，还植树千株，绿化了寺内外环境。以后，
该寺虽经多次修缮，但仍保持着他修缮的基本面貌。

瀍河，源于洛阳市孟津县的邙山中，长70余里，向
南流经洛阳老城入洛河。《尚书·洛诰》中讲周公姬旦营
建洛邑前曾占卜，先卜瀍水西，又卜瀍水东，即此。东
汉初年凿阳渠，瀍河改入阳渠。后阳渠堙毁，复从故道
入洛河。明朝时，河南府城（今洛阳老城）东门外瀍河
上有桥，为洛阳东方大道的咽喉。冬春之时，瀍河水
微，蹇蹇可涉；夏秋雨集，潦水大至，虽江涛之怒不是
过。因此，瀍河桥难成易坏，屡修屡坏，民不堪其苦。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七月初二寅时，大水
异常，平地水高数丈，瀍河上的沈公桥和东门月城俱随
流荡复。新街居民的宅舍房屋，汩没殆尽。桥断路阻，
商旅不通，十分不便。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秋，黄锦捐款建桥，
让其弟锦衣千户黄子铠任治其事，且戒之曰：“建桥诸
费，秋毫皆余办之，毋累人民，毋淹岁月，余志也。”黄子
铠接受过去瀍河桥难建易坏的教训，亲自“登邙山以观
源流，相地势以酌损益……选匠氏技艺之精者，疏山采
石，范铁树桩，弹厥心力，经营悉备”。当年十一月开
工，至翌年五月，仅用六个多月的时间，即在瀍河上建
成一座中高三丈六尺（合今11.20米）、宽三丈三尺（合
今10.26米）、长二十五丈（合今77.75米）的五孔石拱
桥。桥上两边设有石栏杆，桥东西两岸以石鳞次，左右
叠集，以固堤岸。

建桥时，采用“募役寓赈”的方法，既便利了交通，
又救济了灾民。“其费不用公帑之一钱，其力雇之庸
役不劳人民之一夫。”人们感其义举，特在桥头刻碑
记事，并将该桥命名为“黄公广济桥”（群众俗称“东
关大石桥”）。

该桥由于设计合理，用料精良，建筑坚固，至今已
400多年，仍在默默地为人民服务（由于战争破坏，拱
顶曾部分塌空，1950年进行过重修）。

黄公广济桥是洛阳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也是洛
阳现存最早的私人建造的桥梁。

为使宋氏通背拳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
展，宋铁龙培养他的两个儿子也练习拳法。
如今，他的小儿子宋斌已是郑州一家搏击俱
乐部的教练。此外，他还广收徒弟，其徒弟
遍布海内外，有1万余人。

虽然宋氏通背拳知名度不断提升，但
在宋铁龙看来，只有实现自我造血，宋氏
通背拳才能发展得更好。这些年，他先后
与国内 18 个省份的武术学校、研究机构
等建立合作关系，还在 13 个国家建立了
练习基地。

平日里，宋铁龙除了出任武术节目嘉
宾，还将更多时间用于传授拳术。让他倍感
欣慰的是，除了通过练拳强身健体，有一些
徒弟还当了武术教练、武打演员等，取得了
事业上的成功。

“经常有一些外国人跟我说，他们想到
中国练拳、学习中国文化。”宋铁龙说，这也
是他今后努力的方向。他计划在洛阳开办
一所国际文武学校，招募国内外的武术爱好
者来洛阳练拳，传承宋氏通背拳，发扬河洛
文化。对于未来，宋铁龙信心十足。

本报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卞俊强 文/图
（感谢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对采访提供的帮助）

百年拳法 享誉世界

宋氏通背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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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宋氏通背拳
◆级别：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宋铁龙

锢漏锅
□胡树青 文/图

洛阳现存最早的私人建造桥梁

黄公广济桥
□周得京

从李谟偷曲
看东都梨园

□孙钦良

唐朝诗人张祜（hù），狷介不媚
人，曾因嘴快得罪白居易，别人说他
二，他却不在意。其诗有两个特点：
第一能引旧事入诗，翻出新意；第二
常常笔涉艺人，小资情迷。

他有一诗流传甚广。诗云：“故
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
子，双泪落君前。”此诗悲怆，唏嘘跌

宕。该诗写一位女歌手，离家三千
里，入宫二十年，因故得罪皇帝，不幸
被判死刑。临死一声悲歌，双泪落在
君前，遂使“闻者动怜”，再使“苍天黯
然”，结果皇帝动容，降旨对其缓刑。

此诗写艺人，有“我见犹怜”之感。
张祜还有一诗，亦牵涉艺人。诗云：

“平时东幸洛阳城，天乐宫中夜彻明。
无奈李谟偷曲谱，酒楼吹笛是新声。”

这一首诗容量更大，关涉一皇
帝、一笛手、一行宫及整个大唐东都
梨园。

话说开元年间，唐玄宗常住洛水
之畔上阳宫。上阳宫乃高宗朝修建，
属于皇帝行宫，殿宇高耸，日月近雕
梁，门对河洛风，日日弦歌起，洛水穿
其中。当时，天下富足繁荣，此宫盛
况空前：观风殿前歌似燕，夜光杯里
人如酒。有一年正月十四日夜，宫廷
乐师在上阳宫谱就一首新曲《紫云
回》，曲调十分优美，玄宗听了意犹未
尽，又用玉笛吹奏了此曲。

此曲本属宫廷音乐，按说外人不
能知。但次日元宵之夜，玄宗微服上
街观灯，忽听酒楼上传出《紫云回》笛
声。玄宗大惊，忙命人把吹笛人叫来
审问。吹笛人说：“昨晚我在天津桥
赏月，听到宫中有人吹笛，且是新曲，
就把曲谱记下了。”玄宗惊奇，再问话
时，那人干脆说：“我颇能笛。还偷学
了多首，尽是宫中新曲。”玄宗命他一
吹，果然合谱，出神入化。玄宗大喜，
遂将他留在宫中。此人就是李谟，这

便是“李谟偷曲”的故事。此事被唐
人记载在《教坊记》里，其中有“明皇
尝独召李谟吹笛逐其歌”句。

李谟站在天津桥上，便可偷学宫
廷音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大唐
东都洛阳，亦如西京长安那样设置各
府衙，其中太乐署、鼓吹署、教坊、梨
园等皆为音乐机构。乐舞界名人也
都在洛阳生活演出，李龟年、李鹤年、
李澎年在洛都有高宅大院。音律家
兼田园诗人王维，也经常现身洛阳。

当时东都教坊常谱新曲。新曲
既成，便由梨园子弟数千人或歌或
舞，及时达于皇帝视听，以代表皇家
新乐舞。唐代诸帝都很重视洛阳乐
舞，唐玄宗第五次巡幸洛阳时，一住
就是大半年。他游幸三乡驿眺望女
几山（女几山即宜阳花果山），听闻故
事，受到启发，便与杨玉环合作编排
了《霓裳羽衣曲》（亦有同名乐舞），这
是洛阳山水对玄宗乐舞灵感启发的
明证。唐玄宗还令驻洛音乐机构注
意挖掘东都胡乐。北魏孝文帝时，都
城从平城迁至洛阳，从而为洛阳带来
北方少数民族乐舞，使得洛阳胡乐
资源丰富，其中尤以龟兹琵琶、羌笛
为最。

至于玄宗本人，更是深受东都音
乐养分的滋养，他每居洛阳，皆视舞
察乐，谱写成新曲，他的得意之作《凌
波曲》就是在洛阳完成的。据《杨太
真外传》记载：玄宗幸东都，夜寝梦遇
龙女为水族乞乐，便用胡琴奏踏水而

舞的《凌波曲》。此曲后来传至长安，
新丰舞女谢阿蛮凭这首舞曲闻名天
下，并受到玄宗的赏识。

还有那个李谟，在洛阳偷了宫廷
新曲反而受到重用，真的是非常幸运
了。因为他既非朝官，也不是皇亲国
戚，肆意偷曲，然后狂奏，被追责时竟
说是在天津桥上听曲记谱，此话断不
可信——天津桥位于如今洛阳桥西
200米处，平时夜禁，早晚开锁落锁，
只有元宵节三天让市民上桥赏月。
正月十四日夜桥上人流滚滚，热闹非
凡，站在桥上岂能听到上阳宫传出的
微微笛声。此话玄宗怕也不信，只是
欣赏李谟笛艺，才免其责，让其入宫。

其实李谟说谎与否并不重要，这
件事让我们发现了东都宫廷音乐系
统，这便足够。盛唐之时，洛阳不但
是花城，也是乐城！

最后说诗，第一句“平时东幸洛
阳城”，此句省略“唐玄宗”三
字，意思是说他在开元
盛世歌舞升平之时光
临东都。“天乐宫中
夜彻明”，皇家音乐
如天籁在宫中彻夜
奏鸣。“无奈李谟偷
曲谱”，可惜这严禁
外人聆听的皇家乐
曲竟然被李谟偷得。

“酒楼吹笛是新声”，酒
楼闹市上笛子吹奏的正是
宫中的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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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氏通背拳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近日，宋氏通背拳传承人、
64岁的宋铁龙刚刚从上海一所合作学校教完拳法，回到洛阳。

宋氏通背拳是融会了白猿通背拳、沙氏通背拳等拳法的一种实战
拳法。该拳法在宋铁龙的发扬下，逐步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宋氏通背拳的发源地在伊滨区
李村镇下庄社区，创立者是宋铁龙
的爷爷、生于清朝晚期的宋天祥。
宋天祥自幼习武，悟性很高。他以
道家武当派、佛家少林派为蓝本，把
白猿通背拳、沙氏通背拳、太极拳、
八极拳等众多拳种融合在一起，形
成36路拳、72个单操、108手，创立
了宋氏通背拳。

“宋氏通背拳是一种实战拳法，
至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宋铁龙

回忆说，他7岁时随爷爷练武，练就
一身过硬本领。20 世纪 60 年代，
宋铁龙在生产队务农，白天下地干
活，晚上在家偷偷练武。当时练拳
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他不敢挂沙袋，
就用一沓牛皮纸代替，每天击纸八
百掌，胳膊经常练肿。

后来，宋铁龙曾徒手将 200 多
斤重的猪劈晕，将一众劫财的歹
徒击退。意识到自家拳法的威力
后，他更是潜心研究，从不间断。

宋铁龙说，宋氏通背拳刚柔相济，
练拳不见拳，出手为掌，掌到变拳，
很有威力。

不过，宋氏通背拳传人更重视
武德教育，认为武德比悟性更重要，
要求该门弟子入门前必须接受“三
不打”教育，即不打“倒人”（倒地不
起的对手），不打“不动人”（无论对
方如何口头攻击，只要不动手，就不
准打），不打“跑人”（人家跑了，不准
追着打）。

尽管拥有一身武艺，可一分钱
也能难倒英雄汉。为了一家人的生
活，宋铁龙曾到街头卖艺、去工地扛
水泥、当运输车司机，最艰难时甚至
还讨过饭。“再苦再难，也得咬牙坚
持下来，绝不能放弃这套祖传拳
法。”宋铁龙说。

2000年以来，随着武术受到广
泛关注，宋铁龙开始现身“江湖”，首
次亮相是在河南卫视《武林风》栏

目，当时他以裁判身份出现，一亮相
便惊艳四座。

“想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宋氏通
背 拳 ，必 须 让 它 有 一 定 的 知 名
度。”宋铁龙说。从 2004 年起，他
不断参加各类武术比赛，在全国
各地进行表演，获得10余个全国性
武术比赛的冠军，引得全国众多
媒体报道。由此，原本默默无闻
的宋氏通背拳渐渐为人所熟知，

国内外的武术爱好者纷纷找上门
切磋、拜师。

宋氏通背拳还在异域大放异
彩。2007年，宋铁龙受邀到瑞士进
行武术交流，受到当地武术爱好者
的热烈欢迎。此后，他还到美国、俄
罗斯、罗马尼亚等国家进行武术交
流或表演活动。截至目前，他已把
宋氏通背拳带到了 53 个国家和
地区。

宋
铁
龙
在
展
示
宋
氏
通
背
拳

源于清末的实战拳法

从默默无闻到“打”出名气

3 计划开办国际文武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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