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白玉谁家郎
说城东桃李花

□孙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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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俊洛阳比才华
□沙宇飞

10

李白有一首《洛阳陌》，诗语流畅，
流水一样。诗云：白玉谁家郎？回车
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
此诗意象美好，读来有愉悦感。可惜
一些人在解读此诗时，只注意到首句

“白玉谁家郎”是用典，是指西晋的美
男子潘岳（潘安），哪晓得此句明指潘
岳，实指李白自己，大诗人在此又幽默
了一回。

《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潘岳妙
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
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南朝诗

《洛阳道》亦有“玉车争晓入，潘果溢高
箱”句，大意是说：西晋文人潘岳，长得
很帅，面容姣好，美如白玉。他少时常
携弹弓走在洛阳道上，优哉游哉，风流
自在，妇女遇他，莫不喜爱。潘岳驾车
过早市，女子们纷纷争赏，争相往其车
厢里投掷水果，以示爱意。

这便是成语“掷果潘郎”或“掷果
盈车”的来历，但李白写“白玉谁家
郎”，不见得坐实写潘岳。因为自古以

来，徜徉于洛阳陌、洛阳道
上的风流才子多着呢，绝非仅

潘岳一人，要不，《洛阳陌》《洛阳
道》怎会成为常调名曲呢？再说了，

面容姣好、美如白玉的男子甚多，譬如
“巍峨若玉山之将崩”的嵇康，还有“傅
粉何郎”何晏，都是著名美男子。尤其
是何晏，面白异常，使人生疑，以致引
起魏明帝的疑惑，问：“平叔（何晏的
字）脸上是不是擦了粉？怎么那么白
呀？”为了验证，魏明帝竟让何晏于大
热天吃热汤面。何晏吃得汗流满面，
不断用衣袖擦脸，但擦来擦去，面容
皎洁如故，并无粉痕。魏明帝这才知
道何晏那是真白！

那大诗人李白呢，肤色白不白
呢？民间说李白如玉，肤色很白，要不
咋会叫李白？这当然是愉快的笑谈
了。但李白的气质，天生风流飘逸，类
属“白玉郎”式人物，却是名副其实
的。所以，我认为此诗首句写法，第一
是统写：“白玉郎”统指所有潇洒美男
子。第二是嫁接：明写潘岳作引子，暗
写李白藏主旨。如若不信，请看第二
句“回车渡天津”。“天津”指什么？是
指天津桥呀！天津桥始建于隋，原是
浮桥。到了唐代，改为石桥。唐代诗
人李白能走上天津桥，西晋人潘岳能
走上天津桥吗？他可比李白早生几百
年哩！西晋时还没修建天津桥呢。

前人论诗，张口便认定首句写潘

岳，理由有三：其一，“白玉郎”嘛当然
指美男子潘岳。其二，“惊动洛阳人”
嘛，洛阳女子确实曾争睹潘岳。其三，

“看花东陌上”嘛，潘岳曾是“河阳一县
花”。这么多的理由，其实一考证便可
推翻——因为查查历史，魏晋时洛阳
城东无大面积桃李树，私家园林也都
不在那里。到了唐代，城东才开始遍
植桃李，每到春暖花开，洛阳仕女都到
东陌看花，这在唐诗中也多有反映。

比如，刘希夷有诗句“洛阳城东桃
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刘方平有诗句

“君看似花处，偏在洛阳东”，刘禹锡有
诗句“城东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
时”，他们都写了城东桃李花。另外，洛
阳八小景中的“东城桃李”也是佐证。

著名园林学者王铎先生在《洛阳古
代城市与园林》这本书中说，唐时东都
洛阳，本是山水城市，也是花园城市，其
中园林花木分布为：城西有以神都苑为

代表的皇家园林，宫北有为皇室人员提
供服务的御花园，城南和龙门以南伊水
两岸是大量的私家别业园林，城东则是
触目生春的桃树李树风景带。

花木种类的分布也有特点：皇家
园林内花木繁多，但以“苍松满苑”取
胜。御花园花木均绕水池而栽种，而
以“池中金花草”取胜。城南私家别业
的花木多而杂，但以南方“奇花异木”
取胜。城东则只种桃李，不种奇花异
草，盖因城东接近农人耕田，种这类树
木除了欣赏桃李花开之外，还能收获
大量的果实，以增加农人收入。

涉笔至此，算是把此诗内涵挖了
一遍，挖出了一点历史信息，这是研史
法，不是诗赏析。但即便如此，最后也
需把此诗大意翻译一下：那个粉白如
玉的帅哥是谁家少年郎？看！他已回
车过了天津桥，在城东一带看花，惊动
洛阳人都来看他……

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kuài）于云间。
“日下”“云间”的典故出自《世说新语·排调》

里两个文人之间的对话，颇有趣味。
太康十年（公元 289 年），20 多岁的陆机、陆

云兄弟从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来到京城洛阳。
他俩投靠无门，便先去白马寺拜了佛，又在街上闲
转数日。后来，他们得知朝廷元老、文坛泰斗张华
乃当代伯乐，乐于推荐人才，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前去拜会。一番交谈，二人彻底为张华的大家风
范所折服。而张华更像捡到两件稀世珍宝，高兴
地将扎胡子的丝带都捋掉了。笑点很低的陆云见
状，捂着嘴乐弯了腰。

一天，河南颍川（禹州）人荀隐拜会张华，恰巧
陆云也在府上。张华将两位年轻人叫到凉亭中央
的桌边坐定，面带喜色地说：“你俩可都是才俊，还
互不认识哩，相互介绍一下。这样好了，你们说，
我听着。但得有个规矩，要说雅语，莫讲俗话。”

这像是张华考试他俩的一道题。
陆云微微一笑，冲荀隐拱手招呼道：“云间陆

士龙。”
陆云字士龙。按理说，陆云应讲“华亭陆士

龙”，但这样就俗了。追求典雅就得引经据典。所
以他随机应变以《易经》中“云从龙”的意境将自己
的名“云”和字“士龙”联系起来，更显身世不凡。
因此“云间”成了“华亭”的别称。

开联容易对联难。
荀隐咧咧嘴角，冲陆云也拱手回应道：“日下

荀鸣鹤。”
荀隐字鸣鹤。因为陆云把籍贯与表字联系得

天衣无缝，且一语双关，若自己说“颍川荀鸣鹤”，
不仅对不上陆云的句，更是俗不可耐，所以他把

“颍川”说成了“日下”。
鹤乃至阳鸟，《易经》有“鹤鸣在阴”说，暗藏一

个“隐”字，从而巧妙地也将自己的名“隐”与字“鸣
鹤”联系起来，堪称绝配；且因颍川临近京都，而天
帝为日、为父、为上，则天子之都就是日下之城。如
此“日下”说，等于拉来皇帝站台。从这点来看，荀
隐已胜了陆云一筹。而且云接日、间对下、龙配
鹤，浑然天成。此句更是一石三鸟——皇恩浩荡、
对仗工整、寓意高洁。因此，“日下”成了“帝都”的
雅称。

荀隐1∶0领先陆云。
陆云有些不服气。他接着说：“既开青云睹白

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
这句话可有点儿不怀好意。
先提示一下“青云”。“青”代表青龙，“云”指意

云从龙。古代风水有左青龙、右白虎一说，而陆云
家居江东，亦称江左，所以“青云”二字暗指“江东
陆士龙”。

陆云心想，你把自己比成白鹤也忒矫情了
吧？哼！你也就是我身后的那只白毛野鸡而已。
那么我问你：既然青云飘走，看见一只白毛野鸡，
多好的机会啊，咋不赶紧拿上你的弓、搭上你的箭
去射它呢？

荀隐何等聪明，当然听出了陆云是在影射自
己，便接口说道：“本谓是云龙骙骙（kuí），定是山
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

荀隐也不含糊。心想，我不是白鹤，那你就是
青龙不成？美的你！我这样回答他：本想着云中
之龙好帅，定睛一看，不过是山野中的麋鹿罢了。
我手握强弓劲弩，看着那可怜兮兮的小动物，心疼
哩，所以迟迟下不去手！

荀隐的接话既形象又生动，又将陆云自诩的
青龙一竿子打回到麋鹿的原型。

荀隐2∶0完胜陆云。
张华竖耳听着二人暗怼，再也绷不住劲了！

他捧着胡子笑得直不起腰……

赤土店水帘洞遗址位于栾川县赤土店镇赤土
店村西南老庵岭，岩厦式口面宽12米，高10米，
进深17米，中部宽6.8米，高2.2米。

该遗址坐东朝西，前为平场，适宜活动，后有
平台可躺卧休息。岩厦内外已形成许多钟乳石，
犹如飞瀑，故称“水帘洞”。洞口南侧底部有一个
明显人为加工而成的存水窝，因年代久远，已经
钙化。根据对遗址环境及存水窝的观察，水帘
洞具有古人类居住生活的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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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土店水帘洞遗址

赤土店水帘洞遗址洞口

刘斌介绍，近代以来，贝希肯特
谷地由于缺少水源，人类活动一直
较少。通过实地调查和对比早期
卫星照片，他们了解到，直到 20 世
纪 80 年代该地区才有了有组织的
人类活动，延续时间也只有 10 年左
右，所以大量的考古遗存得以保存

下来。
“此次调查发现的墓葬和建筑遗

址，根据地面的陶片和试掘结果看，
均集中在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到贵
霜时期，相当于我国的秦汉时期，时
代连续，保存较好，对建立完整的大
月氏前后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非常

重要。”刘斌说。
在贝希肯特谷地寻找大月氏遗

存的考古工作仅仅是开始。随着
联合考古队考古调查的持续推进，
相信会有更多大月氏考古成果浮
出水面。

本报记者 常书香

洛阳考古队首次走进中亚寻找大月氏遗存，副领队讲述境外考古故事——

解密大月氏遗迹 探寻古丝绸之路
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人在匈奴和乌孙的打击

下，被迫西迁中亚阿姆河以北区域。西汉为了联合
大月氏共同阻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翻开了古

“丝绸之路”的历史篇章。
大月氏西迁前的原居地在哪里？西迁后又生活

在哪里？这个世界性难题一直没有答案。近日，作
为我市首次走进中亚的考古队副领队，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的刘斌从境外归来，讲述在乌兹别克斯坦和
塔吉克斯坦寻找大月氏的考古故事。

学界公认，大月氏西迁中亚后的居住地是
在阿姆河北，即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
克斯坦西南部。但是，要想证实这一结论，必须
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

为寻找和确认古代大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
存，今年 5 月至 7 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塔吉克斯坦科学
院历史民族考古学研究所考古部组成联合考古
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了寻找大月氏遗存的
考古调查工作。

“这次联合考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们
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拜松市拉巴特墓地应
是大月氏的遗存之一。”刘斌说。

为寻找大月氏更多遗存，今年 9 月至 10
月，联合考古队又开赴塔吉克斯坦开展考古调
查，此次调查的主要区域为塔吉克斯坦南部的
贝希肯特谷地。该谷地属于西天山余脉南部，
南北狭长，东侧为阿鲁克陶山，西部为巴巴塔格
山，南部为阿姆河，地理环境相对封闭。

由于贝希肯特谷地位于塔吉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阿富汗三国接壤区域，一直属于军事
管理区域，不对外开放，数十年没有开展考古工
作。今年8月，乌、塔两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条
约后，关系恢复正常化。借此契机，联合考古队
才得以进入此地开展考古工作，这也是外国考
古队首次进入该谷地。

在考古调查中，联合考古队共调查墓葬群
9处、建筑遗址5处，其中大部分遗址和墓葬均
为首次发现；在卡什卡尔村西南部道路两侧的
小山包顶部及周边，共发现墓葬 53 座、房址 2
处。墓葬和房址均用自然石块堆砌，裸露于地
表。墓葬为石圈墓，多数为直径 3 米到 8 米的
石圈，也有部分直径1米左右的小石堆墓。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洛阳考古队
队员的主要工作是大面积实地调查
和考古勘探。当外国考古队队员看
到考古神器洛阳铲后，惊奇地睁大了
眼睛。

“他们在考古中，因为没有洛阳
铲，发现墓地和城址后，只能通过发
掘来了解地下埋藏情况。要进行大
面积发掘，有时候会破坏整个墓葬和
城址结构，甚至会挖得千疮百孔。”刘

斌介绍，外国考古队队员看到洛阳队
员用洛阳铲进行勘探，根据土层判断
是否有墓葬和城址，既节省力气，又
找得准确，感到特别好奇和惊讶，纷
纷拿着尝试，还打听能否帮他们的考
古项目进行勘探。

虽然在国内大大小小的各种环
境下的考古工地工作过，在蒙古国经
历过无水、无电、无信号、半夜听狼
叫，但在气温高达40℃、环境恶劣的

荒漠戈壁考古，刘斌还是第一次。
境外大型考古活动，队员们小到

衣食住行、语言沟通，大到人身设备
安全，随时都会面临挑战。刘斌说，
因为当地人烟稀少，他们就住在村民
家里，吃饭也特别简单。

最难受的就是高温少雨天气，在
荒漠上考古，首先要做的就是防晒。

“不穿长袖衣服，胳膊一会儿就晒脱
皮了。”刘斌说。

奔赴乌、塔两国，寻找大月氏

境外考古将持续进行

洛阳铲让外国队员惊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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