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洛地区的土木建筑中，墙体有砖墙、坯墙、
麻扎泥墙、博板墙等，建造博板墙叫打墙。

打墙用的主要工具是博板。博板由两块
六七尺长、一尺多宽二寸来厚的侧板和一块一
尺多长的挡板组成，挡板的长即墙体的厚，可
以调整，默认墙体的厚度为一尺二寸，需要时
可调为一尺五寸。博板另一端（博板尾）可以
灵活开合，打墙时将博板尾夹住打成的墙头，
再用“滚珠”扣住板尾，这便形成了一个筑墙的
模子。

然后，用滚珠把博板夹好放周正，就由负责
装土的工人往里边装土，在墙上的工人用“十齿
耙儿”把板内的土摊均匀，待虚土装到深度过半
时，停下来，墙上的人放下十齿耙儿，掂起杵子
用力夯，连续打两遍，继续装土，虚土装谷堆起
来，再用杵子夯两遍，这一板就完成了。接下去

“起板”，把滚珠敲掉，把博板向两边揭开，由墙
上的一名工人掂住博板两侧的铁环，往前挪五六
尺，再用滚珠扣住，再装土，再夯……周而复始，
一直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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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墙
□胡树青 文/图

湾滩遗址

湾滩遗址位于栾川县栾川乡湾滩村，东西长
1035米，中部宽500米。遗址北边呈弧形，宛如
箭弓；遗址南侧紧邻伊河。伊河水长年累月流
淌，在遗址前形成一个大湾道，山与水之间形成
一块平地，如同半圆之月，故称湾滩。

遗址西部有座跨伊河大桥，大桥东西两侧的
台地断崖上探查出不少墓葬，东西方向排列，整齐
有序。在大桥东侧断层处和附近南北走向断壕处
的断崖上发现了瓮罐葬，瓮罐内的儿童骨骼清晰
可见。

在大桥东侧台地断崖处，考古工作者发现
有许多陶器残片堆积层，采集到的遗物有陶器
和石器。陶器有夹砂褐陶鼎形器和带斑陶鼎，
以及泥质灰陶和褐陶的瓮、罐、盆、缸等。石器
主要是石斧。大桥东距桥约 150 米断崖处有烧
制陶器的陶窑，窑壁、窑底烧土明显，亦有灰烬
及炭粒。

在遗址东半部的断崖处还发现有唐、宋、明、
清时期的陶器和瓷器残片，还有明代烧制砖、瓦的
陶窑，窑内有大量的砖瓦次品和残片堆积。

湾滩遗址面积较大，时代跨度较大，为研究中
原地区新石器乃至其他各个时期的文化分布、发
展和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图片由栾川县文管所提供）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李明 李沛盈

读八节滩诗
看伊河水运

□孙钦良

赢得生前身后名

□王化昆

——《元顺墓志》识读

《元顺墓志》1937年出土于洛阳城西，墓志高58.5厘米，宽57
厘米。志文28行，满行34字。该墓志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正直为官敢谏诤3

聪明好学又孝敬

崇俭尚朴重气节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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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河洛大地的人文摸河洛大地的人文
底蕴底蕴，，感受洛阳历史感受洛阳历史
的厚重魅力的厚重魅力。。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
（renwenheluo）

元顺（公元487年—公元528年），
字子和，河南洛阳人，景穆恭皇帝拓跋晃
之曾孙，任城王元澄之子。他自幼聪明
好学，九岁师从著名学者陈丰，王羲之

《小学篇》，全文数千字，他时间不长就烂
熟于心。

元顺十六岁，即精通《杜氏春秋》，
还常召集同好讨论其中奥秘。当时天
下升平，国富民康，富贵子弟皆以交友

游玩为快事，唯元顺孜孜不倦，以读书
度日。

元顺还是一个孝子。父亲元澄去
世后，元顺立即依例辞官在家守孝，

“哭泣呕血，身自负土”，哀嚎以致吐
血，还亲自背土葬父。有记载说他当
时年仅25岁，因父丧，便头生白发，守
孝期结束后，就再无白发，世人认为是
孝思所致。

史书记载，建义元年（公元528年）
四月十三日，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屠
杀百官之前，因久闻元顺耿直屡谏之名，
遂私下派人告诉元顺，不要到河阴参加
祭天仪式。其中缘故后人一目了然，也
透漏出这个杀人魔鬼尚有惜才之意。但
元顺仍然前往河阴，只是走到半路，就得
知大屠杀的消息，急忙返回京城，然而途
中遇到抢劫之人，被害身亡，此事与“河
阴之变”同日。

元顺被害后，衣衫不整，但其家徒
四壁，只有书数千卷，无物敛尸，门下通
事令史王才达撕裂自己身上的衣服，勉
强覆盖元顺的遗体。孝庄帝命黄门侍
郎山伟前往为元顺吊丧，山伟见状悲从
中来，号啕大哭。山伟返回复命时，告

以元顺死状，孝庄帝闻而震悼，敕令

侍中元祉：宗室丧亡者众多，抚恤工作
不可能面面俱到。元仆射清廉高洁的
操守，直到遇难之后才彰显出来，可赐
给他的家人一百匹绢，用以资助丧事。
其他死难者不得仿照此例。

元顺为官的气节、操守为时人所共
见。《元顺墓志》说他“处贵毋贪，崇俭尚
朴，身甘枯槁，妻子衣食不充，尝无担石
之储，唯有书数千卷”“遽贵能贫，俭身约
口，布被脱粟，敛衿见襟”，正与上述记载
相映照。

元顺之死引起皇帝和朝臣的重视，
谋害元顺的凶手鲜于康奴听闻消息，畏
罪潜逃。元顺的长子元朗，时年17岁，
他为替父报仇，卧薪尝胆，终于手刃鲜
于康奴，以其首祭于元顺之墓，然后主
动上朝请罪。

元顺究竟有何超人之处，竟让尔朱
荣都对他产生爱惜之心？《魏书》卷十九
中《元顺传》记载的数件事，足以回答这
一问题。

其一，元顺任给事黄门侍郎时，领
军元乂威势正盛，凡有官员升迁，无不
登其门拜谢。而元顺仅上拜表而不去
相见，元乂就问元顺原因。元顺正色
说：“天子年少，让宗亲辅政，叔父当以
公为心，推举贤良，报效国家，怎可私售
恩情，让人去感激你呢？这样岂不有负
重托！”元乂为元顺从叔，在讨论朝中大
事时，元顺常直言不讳，从不会阿谀奉
承，元乂也惧他三分。有一次，元顺对
元乂说：“当今北方六镇局势不稳，是国
家心腹之患，请派我为都督，我愿为国
效力。”元乂对元顺心存疑虑，不想授以
兵权，就推脱说这是朝廷之事，自己无
权决定。元顺说：“叔父手握国柄，杀生
由己，此时却说还有朝廷！”自此，元乂
对他是又怒又恨。

其二，元顺任侍中时，中山王元熙
起兵讨伐元乂，兵败被诛，后方得改
葬。元顺陪侍西游园，趁机上奏胡太
后说：“臣昨天观看中山王家葬，不仅
宗亲哀其冤酷，行路之人，见其一家七
人丧命，都潸然泪下，无不酸泣。”元乂
妻当时就在胡太后之侧，元顺指着她
说：“陛下奈何以妹妹之故，不追究元
乂之罪，使天下怀冤！”胡太后也默然
不语。

其三，朝廷派尚书卢同带兵到营州
镇压反叛，结果大败而返。侍中穆绍与
元顺等共同商讨卢同之罪。卢同此前
曾把一豪宅借给穆绍，穆绍很想为卢同

说话。元顺抢先发言说：“卢同终将无
罪！”胡太后惊问其故，元顺说：“卢同有
好宅给了身居要职的侍中，何虑获罪？”
穆绍惭愧得不敢说话。最终，卢同被依
法判罪。

其四，元顺对胡太后也毫不客
气。胡太后很爱打扮，还常外出游
幸 。 一 次 外 出 ，元 顺 当 面 谏 诤 道 ：

“《礼》曰，妇人丧丈夫，自称未亡人，头
不戴珠宝金银，身不穿绫罗绸缎。您
母仪天下，年近四十，过于修饰，何以
示后世？”胡太后羞愧不出。回到宫
里，责备元顺：“我从千里之外把你调
到京城，难道就是让你当众羞辱我
吗？”元顺毫不退让：“陛下盛服炫容，
不怕天下耻笑，还怕臣一人之言？”

其五，在任吏部尚书兼右仆射时，
高阳王元雍想让朱晖当廷尉，数次向元
顺表达此意，但元顺并不给面子。元雍
恼羞成怒，竟直接下了任命书，元顺将
任命书投于地上。元雍大怒，当众羞辱
元顺道：“我是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
子之叔，元顺你是什么东西，竟将我亲
自下达的任命书投弃于地！”元顺说：

“高祖迁都中原，创定新的官制，朱晖身
为小吏，怎可为廷尉！殿下既是先皇兄
弟，岂可坏了规矩。”元雍说：“我为丞
相、录尚书，如何不能用一人为官？”元
顺道：“我没有得到圣旨，让你掌管官吏
选拔。你若一定要这样，我当奏闻圣
上！”元雍闻听，只好退让。

《元顺墓志》说他“乃忘潜润之工
言，誓捐七尺以奉上，有犯无隐，谠言屡
陈，或致触鳞之失，其志在磨而不磷”。
这是对他一生正直谏诤的最好总结。

我读白居易诗，觉得诗中“水”多，
什么“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
头”，什么“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
半江红”，还有那首《琵琶行》，整首诗
都泊在水里了。再看他的政绩，也是
治水有方，在苏州疏河道，在杭州筑白
堤，在洛阳凿通伊河八节滩。

他为啥总爱治水？我的答案是因
为百姓总受水患：河水泛滥淹庄田，航
道不通阻舟船，老百姓常常为水患发
愁，白居易也就常常要做“水文章”——
他爱治水，是爱百姓，我把这根线牵得
顺理成章。如若不信，请看他在洛阳写
的《开龙门八节滩诗》。诗云：“七十三
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
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
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
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此诗牵出一桩往事：白公晚年居
洛阳 18 年，其间常宿龙门东山香山
寺。寺院居高，紧临伊河，龙门口河道
状貌，伊河里船只过往，都逃不过他的
眼睛。

唐时伊河水势大，有险滩，其中龙

门口有八节滩，河底卵石隐
身，河面怪石探头，七扭八
拐，黑压压一线，航行条件
恶劣，民谚云：“八节滩，鬼

门关，十船路过九船翻。”为了能够把
控住船筏，船夫、筏子工即使在冬天，
也得跳入水中，推挽牵拉，使船过关，
十分苦辛。

看着船夫受苦，白公心中难受，尤
其是在冬夜听闻饥冻船工号子啼，他坐
卧难安，下决心要把八节滩怪石铲平。

于是他去募捐，先是跑到洛阳城
内富绅们面前游说，钱还不够用，就与
香山寺僧商量，摆出几个功德箱，让善
男信女投入银两。但募捐并不顺利，
捐款数量有限。最后，白公又捐献了
皮袄与稿费，这才凑足了经费，组建了
民工队，利用冬季河水量较小时完成
了这项工程。

此诗牵出伊河水运：伊河自古能行
船，不但上河下河能通舟筏，而且局部
还有专营水路以通往商埠码头。伊河
从头到脚都是“洛阳的河”，发源于栾川
陶湾镇闷顿岭，到偃师市杨村汇入洛
河，全长260多公里穿越洛阳诸地。

伊河在栾川境仅有数十里长，来
到嵩县境后大大方方走了80公里，最
后在田湖镇千秋村入了伊川境，流经
酒后、鸣皋、葛寨、白元、平等、城关、水
寨、彭婆等乡镇后入了龙门口。从源
头到龙门口，大部分河段处于峡谷间，
水流较快，走船放筏，最为操心。

伊河出了龙门口，流入平畴沃野

间，河面豁然开朗，最宽处可达 150
米。隋朝前，涉及伊河水运的诗很少
见，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诗涉伊河者
甚多，水运也连贯，即使到了1956年伊
河河面上照样行走着木帆船，沿河数
十个渡口，均有摆渡船载乡民过河，此
岸彼岸，上船下船，十分方便。

伊河水运的特点是顺河筏子比船
多。唐代“安史之乱”后相当长时间，
洛阳往长安漕运不通，山货船与运粮
船减少，伊河上游放下来的多是竹筏、
木筏。唐代之后筏子多于船只的景象
从无改变，即使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
从上游漂下来的仍是筏子多——伊河
两岸熊耳山、外方山采下来的大量木
头、竹子，都要靠这条水路运出来。

筏子有竹筏也有木筏，少则几根
捆绑，多则几十根捆扎，由经验丰富的
筏子工驾驭着往下漂。筏子都是批量
放货，由此形成筏子队，单个筏体称

“吊”，一个筏子队最多由6吊组成，不

能再多，再多就首尾难顾了。但偶然
也会有10吊以上相连的筏子队出现，
其势威风，犹如长龙，岸上行人见了，
吆喝着打招呼，筏子工顾不上应答，生
怕连筏追尾，一心一意放筏去了。

放筏是技术活，弄好了浪里耍游
龙，弄不好阎王来索命。筏前头与筏
尾处，各站一筏子工，前者管方向，后
者手握长杆与前者密切配合，该戳杆
戳杆，该摆尾摆尾，半点不敢懈怠。遇
到河水清浅，就使劲用杆插河床，拨动
筏子滑行，否则便要搁浅。若遇到像
八节滩那样的怪石探头，前面那个筏
子工就得跳进水里，推拉牵拽，让筏子
迅速转向，筏尾工赶紧把木橛扎到水
下沙石中，使筏减速，躲过一劫。

伊河上的航程，分短程与远程。
短程是从栾川到嵩县，远程则从栾川
一直到巩义的河洛镇境内。这一路下
来，过险滩，绕崖头，躲龙口，船夫和筏
子工的辛苦是可想而知了。

在湾滩遗址发现的陶器残片

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