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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天津桥

河南省最早的现代桥梁

□周得京

从李白闻笛诗
看东都洛漂族

□孙钦良

北魏南梁 来往自由

□王化昆 文/图

——《元延明墓志》解读

《元延明墓志》（局部）

洛阳的公路桥梁建设，在河南省公路桥梁建
造史上占据有光辉的一页。民国时期，河南省公
路上现代化永久性桥梁只有 9 座，洛阳就占了 3
座。1922 年建成的“天津桥”，是河南省最早的钢
筋混凝土墩台简支梁桥。

从九都路东段，顺环卫巷走上洛河大堤，向南望
去，有几孔残桥静卧在洛河河滩上，那便是民国时期

“天津桥”残缺的躯体。
1921 年，曾在袁世凯政府做过农林工商总长

兼全国水利总裁、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组
织上海北方工赈协会来洛举办工赈。当时，以洛
阳为大本营的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积极劝说张
资助建桥。张謇在西工兵营南的洛河上，兴建一
座双柱式钢筋混凝土墩台简支梁桥。

该桥共 23 孔，宽 6.1 米，长 205.2 米。于 1922
年6月建成。无巧不成书。6 月 28 日直鲁豫巡阅
副使兼两湖巡阅使吴佩孚，神气十足地上桥视察
验收时，洛河河水突然暴涨，水势汹涌澎湃，洪流
势不可挡，一下子把桥两端引道和南端 3 孔正桥
冲毁。吴佩孚被困在桥上，望水兴叹，无可奈
何。吴夫人和部属商议，除立即将汽车开到岸
边，打开车灯，彻夜照亮桥面为吴壮胆外，又以重
金奖赏工兵连，于次日上午水势稍缓后，全体出
发，奋力救吴下桥。“吴佩孚夜困天津桥”曾被当作
笑料，广为宣传。

后来，吴佩孚组织修复了北端引道，将南端筑
成土坡，维持临时通车。由于洛河主河道南移，吴
又将桥向南接长，新修桥墩刚刚砌出水面，吴兵败
退出洛阳，天津桥修复和新建工程也随之停建。
所留的废桥残基，阻堵洪水，危及两岸安全，不利
于防汛。1980 年 7 月，天津桥被炸毁 9 孔，至今还
存残桥11孔。

吴佩孚把这座桥命名为“天津桥”。桥名置于桥
的第12孔的两侧。外侧的“天津桥”三字已不完整，
但落款“西蜀谭中书”还清晰可见。内侧“天津桥”三
字，为蓝色水磨石隶书大字，完整无缺。桥名的上方
写有“上海北方工赈协会重建”，下款为“民国十年”
两行阴文小字。

吴佩孚为什么把这座桥命名为“天津桥”呢？众
说纷纭。有人说，吴是见《尔雅》中记载“箕斗之间为
天汉之津”，所以取名“天津桥”。有人说：隋炀帝建
都洛阳，以都城中洛河上的浮桥为天津桥；吴以西工
兵营为“吴氏王国的都城”，故亦把洛河桥命名为“天
津桥”。

由于这座桥如昙花一现。所以，老百姓都管它
叫“老吴桥”。久而久之，“天津桥”的正名被人们遗
忘了。

《元延明墓志》1919年在洛阳小梁村出土，后入藏洛阳博物
馆、洛阳关林。元延明是北魏宗室成员，是北魏孝文帝的堂弟，袭
爵为安丰王。他聪明好学，博闻强识，悉心搜集图书，还对算术有
研究，著作很多，后因变故逃亡南朝，客死异乡。

北魏与梁国虽为敌对国，但双方依然有
来往，就是叛逃之人，来去还是较为自由的，
很少被强制扣住不放者。

上节中写到的几个人，元延明虽客死异
乡，但他的灵柩还是回到洛阳安葬了。元略
投敌后，受到礼遇，后来他想回北魏，梁武帝
诚恳劝说无效后，还是赠金赠银，并举行盛
大送别仪式。

高欢诛灭尔朱氏后，因元悦是高祖之
子，遂想立他为主，就派人给逃到梁的元悦
传话让他回北魏。元悦顺利回来，但高欢看
到他后，认为他不可扶持。

北魏孝庄帝登基后，元彧以母老请还，
言辞恳切。萧衍惜其人才，又难违其意，“礼
遣”之。

《魏书》卷九十八《岛夷萧道成传》载：正

始元年二月，中山王元英围困梁国钟离。梁
武帝派遣冠军将军张惠绍率众军送粮于钟
离，任城王元澄派遣统军王足、刘思祖伏击
敌援军于邵阳，大破之，生擒惠绍及其骁骑
将军赵景悦等十将，斩获数千级。惠绍是梁
武帝舅舅之子。武帝遂传书于北魏王朝，请
求北魏放了惠绍。北魏经过商量，为了显示
大国之威，就允许惠绍等南还梁朝。

来往较为自由3

北魏与南朝梁为敌对国，两国交战频
繁，数十年间，双方发生争战数次，互有胜
负。且双方都常有据城反叛者，特别是边境
一带，一城一地，今日属于魏，明天又归梁，
非常不稳定。每每朝廷发生变故，总会有人
感到朝不保夕，只好逃离是非之地，先保全
性命，这时，敌国就成为最佳选择。

元延明就是因为接受元颢伪政权的任
命，在伪政权倒台后，他不得不逃亡南朝，且
最终死于梁国。

而元颢则是在尔朱荣带兵进入都城洛
阳，并发动“河阴之变”后，感到内外交困的
情况下，逃往南朝梁国，还借兵攻打北魏。

东平王元略是因为哥哥起兵失败，害怕
自己受迫害，才几经周折，逃到梁国。

《魏书》卷十八《太武五王·临淮王元彧

传》：元彧为东道行台御敌，闻听“河阴之变”
元氏宗室许多被惨杀，捶胸痛哭，遂奔萧
衍。萧衍久闻其名，对他礼遇有加。之前来
降之人，为博取萧衍欢心，都称魏为伪，唯有
元彧上表时，常自称魏临淮王。梁武帝也并
没有因此而责怪元彧。

《魏书》卷二十《文成五王·安乐王长
传》：元长乐之孙元鉴的弟弟斌之，北魏孝武
帝封之为颍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永熙三
年（公元534年）孝武帝入关投靠宇文泰，元
斌之逃往梁国。

《魏书》卷二十二《孝文五王·汝南王悦
传》：“河阴之变”发生时，元悦因不在京城，
幸免于难，遂南奔萧衍。萧衍立之为魏主，
号年更兴，并派遣将军王辩带兵护送元悦
等人到边境一带，一方面不断骚扰，一方面

伺机北上。
不仅北魏多位王爷叛逃南梁，南朝也有

王爷北叛。南朝齐建安王萧宝夤（yín）就
是在南朝齐、梁交替时投奔北魏的，后来其
侄子豫章王萧综也投奔北魏。他们得到北
魏朝廷的礼遇，封王任职。

元延明（公元484年至公元530
年），河南洛阳人，是安丰王元猛之
子。宣武帝时，官至太中大夫。延
昌初年（公元512年），遇到大饥荒，
元延明倾其家产，赈救几十位门客
及其家人。孝明帝初年，他担任豫
州刺史，政绩突出，《元延明墓志》赞
扬他“风宣入境，德被下车，豪强屏
息，奸酷自引”。

元延明博览群书，甚有文才，他
搜集图书万余卷，堪称藏书家。由
于元延明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曾奉
诏令与崔光一起拟定服饰制度，朝
廷还命他负责金石方面有关事务。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宗室成
员、徐州刺史元法僧反叛，朝廷任命
元延明为东道行台、徐州大都督，总
辖诸军，前往讨伐。梁朝派豫章王萧
综接应元法僧，镇守徐州。由于元延
明过去曾经担任过徐州刺史，深得民
望，闻听他带兵到来，当地官民纷纷
归降。萧综因故投降北魏，元延明妥
善安置，并乘机南进，收复东南部地

区，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民众重回
家园，当地经济逐渐恢复。

永安二年（公元 529 年），元颢
借助南朝兵力攻入洛阳，时任大司
马的元延明接受了元颢的委任，负
责为其守卫河桥。元颢失败以后，
元延明无奈，携家属投奔梁朝。关
于这段历史，墓志记载比较含糊：

“车驾北巡，事起仓卒，秘事难闻，遂
乖奔赴。以斯民望，仍被絷维，咨谟
所在，用压群议。皇舆南反，诛赏方
行，政出权强，深猜俊桀……方借力
善邻，讨兹君侧。”不久，他就客死江
南。两年后，其灵柩返回北方，又两
年，安葬洛阳城西。

元延明著作颇丰，有诗赋、赞
颂、铭诔300多篇，还撰写了《五经宗
略》《诗礼别义》，注释了《帝王世纪》
和《列仙传》，共100卷。他对数学颇
有研究，撰写了《古今乐事》及《九章》
十二图，又有《器准》文集九篇，都流
传于世。其才学、贡献，史书与墓志
所记基本一致，可谓信史。

元延明其人其事

敌国成为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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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有《春夜洛城闻笛》诗，非常有名，就
连高考试卷都多次涉及。诗云：“谁家玉笛暗
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
人不起故园情。”我查了一下，针对这首诗有多
次考问，但没这样问：洛城春夜闻笛者，何人会
起故园情？

我认为在“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
情”后面，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我权且命名其为

“大唐东都洛漂族”。这些“洛漂族”与今天的“北
漂族”一样，都是从全国各地奔赴京城拓展自己
的事业，寻找机会，漂泊谋生的。大唐国力强
盛，从高宗朝到玄宗朝的开元年间，洛阳人口激
增，密度也很大，洛河两岸棋盘似的里坊总数超
百个，而较大里坊居民有万人左右，再加上流动
人口，盛时东都人口约百万，堪称国际大都市。
在这座大都市里，除拥有京城户口的洛阳本地人
外，还居住着很多“洛漂族”，他们或来自燕赵、
陇西、川蜀，或来自齐鲁、钱塘、闽越，或来自西亚
波斯诸国，或来自日本、新罗。

大唐胸襟开阔，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求学留
学、科举考试、入仕做官、移民定居，允许他们与
中国人通婚。外国人在洛阳购买房屋，长期居
住，渐渐形成聚居地，比如在“南市”就形成了

“新罗坊”，居民大都是新罗人。邙山上也出现
了外国人墓葬区（百济王扶馀义慈家族墓地）。

大唐文化繁荣，而东都又是大唐的文化中

心，这里定期举行科举考试，武则天还在洛阳
开辟了武举科考，像张说这样的名相，就是在
洛阳制科考试中崭露头角，得了“策论天下第
一 ”而 被 武 则 天 提 拔 重 用 的 。 长 安 人 杜 牧 也
在 洛 阳 考 中 进 士 。 陈 子 昂 、宋 之 问 、杜 甫 、李
颀、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
长期在洛阳居住，白居易、王之涣死后还葬在
了洛阳。

东都还是政治家扎堆的地方，太宗、高宗、武
则天、中宗、睿宗、玄宗、文宗自不必说了，大批的
朝官也不必讲。单看大唐宰相就有魏征、姚崇、
上官仪、狄仁杰、娄师德、张柬之、桓彦范、崔湜、
苏味道、宋璟、裴度、李德裕、牛僧孺等，都长期生
活在东都。其中，魏征住在劝善坊，姚崇、宋璟住
在慈惠坊，苏颋、张嘉贞住在思顺坊，张柬之、桓
彦范住在陶化坊，苏味道住在宣风坊，狄仁杰住
在尚贤坊，崔湜住在道化坊，裴度住在崇业坊，李
德裕在京城南郊修建有平泉山庄，而牛僧孺则居
住在归仁坊。

大音乐家李龟年三兄弟，也在洛南各自建宅，
从他们经常出入“岐王宅”“崔九堂”的情况看，当
时的贵族府邸遍布洛阳。其中，皇亲府邸的拥有
者大多是李唐关陇贵族集团后裔，而高门大宅也
多为外地来京做官的人所有。

其中仅在积善坊，就赫然排列着李隆基和他
四个兄弟的私邸“五王宅”，还有设计并修建了上
阳宫的大臣韦机住宅。到后来，武则天的面首张
易之也搬进来。在尚贤坊内，居住着赫赫有名的
太平公主、安乐公主、武三思。在教义坊里，居住
着武则天的母亲。

当然了，上面列举了这么多的外乡人，不等于
说在东都居住的洛阳人中没有大人物，其实长孙
无忌、张说、武元衡都是著名宰相，著名诗人元
稹、王湾、刘禹锡、李贺也都是洛阳人，其中李贺
还在仁和坊借住了其同族人的房子。但说实话，

这些洛阳人在春夜闻笛后，并不会“起故园情”
的，因为其故乡在此，便无理由思乡。洛阳人与

“洛漂族”闻笛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洛漂族从春夜笛声中闻见了“折杨柳”，这

是 乐 府《横 吹 曲》，是 最 能 引 起 乡 思 乡 愁 的 曲
子 ，自 然 而 然 起 了 故 园 情 ，所 以 李 白 写 得 合
理，并无夸张。如若不信，请看唐诗人张籍的

《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 恐 匆 匆 说 不 尽 ，行 人 临 发 又 开 封 —— 张 籍
是 外 地 人 ，他 在 洛 阳 城 里 见 秋 风 ，思 故 乡 ，很
自 然 。 这 两 首 诗 异 曲 同 工 ，都 是 写 洛 漂 族 在
洛状态的。

““人文河洛人文河洛””系系
《《洛阳日报洛阳日报》》品牌之品牌之
一一，，让我们在这里触让我们在这里触
摸河洛大地的人文底摸河洛大地的人文底
蕴蕴，，感受洛阳历史的感受洛阳历史的
厚重魅力厚重魅力。。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
（renwenhel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