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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原河南炼油厂、现在的洛阳石化总厂落户
洛阳，上级决定，1978 年 1 月将当时新乡地区孟县的
吉利公社和济源县的坡头公社的7个大队划归吉利工
程指挥部领导，属洛阳市管辖。1982 年 8 月，国务院
国函（1982）167号文正式批准设立洛阳市吉利区。

为啥起名叫“吉利区”呢？因为吉利区的主体是当
时的吉利公社，而吉利公社下辖吉利村。于是村、公社
和区都沾上“吉利”的喜气了。

那么，吉利村之名有什么来历呢？这说起来可大
有来头！

据《吉利村志》记载：吉利村原名仁和村，后由东汉
光武帝刘秀赐名吉利。

在吉利村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刘秀奉命北
渡黄河，光复河北，当他经吉利白坡渡口来到河阳地界
时，忽听后边喊声大作，但见尘土飞扬。刘秀知是王莽
的大队人马赶到，四望无处躲避，自知性命难保，仰天
长叹道：“吾命休矣！”就在这紧要关头，只见一老者上
前禀告：“此地有一坑洼处，足可容你人马。”

刘秀听后，喜出望外，速对老者深施一礼道：“老人
家，烦请带路。”老者就把刘秀的人马引到坑洼处隐藏
了起来，刘秀这才躲过了一劫。

吉利村这一低洼处，名叫东马圈，阔约五亩，深有七
尺。圈外庄稼茂密之时，里边藏一小支部队，若无本地
人指点，外来之人是很难发现的。当王莽的军队走远之
后，刘秀出得坑外，站到高处四顾巡望，说道：“此地在大
河之阳，太行脚下，西高东低，正是龙脉所在，大吉大
利。今后这村就改名为吉利村吧！”言毕从怀中取出一
块玉佩，交于老者道：“日后可凭此物寻我。”

两年之后，刘秀果登大宝，老者和村民前去参见。
刘秀果然是仁义重情之君，不忘救命大恩，欣封老者为
七品皇农，赐“大吉免税”四个大字，然后勒石刻碑，派
皇家卫队护送到吉利村，地方大小官员率一众乡绅村
民恭迎，场面十分壮观、热烈。

那么刘秀究竟到过吉利没有呢？
据史书记载：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汉自立，改国

号为“新”，在新朝末年，农民起义蜂起，刘秀参加了农
民起义军。公元23年，农民起义队伍绿林军推举皇室
后裔刘玄为帝，在洛阳建立更始政权，推翻新朝。但此
时黄河以北各州郡仍在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
权，另外还有山东的赤眉军等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
下，同年10月，更始帝刘玄就派武信侯刘秀以破虏将
军北渡黄河，去扫除新朝的残余势力。这件事，《后汉
书·光武帝纪》是这样说的：“及更始至洛阳，乃遣光武
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度河，镇慰州
郡。”河，特指黄河。据此可以推定，刘秀从洛阳北渡黄
河，来到吉利是必然的。因为吉利区冶戍到白坡一线
的黄河两岸正是古渡口所在地。

后来刘秀与更始帝分道扬镳，于公元25年登上帝
位，建立东汉政权，是为光武帝。

胜败乃兵家常事，刘秀在和王莽军队及其他武装
力量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失利被追赶也确有其事，于是
民间就出现了一系列王莽撵刘秀的传说。

《吉利村志》中关于吉利村名由刘秀所赐这个传说
中，有两个时间节点和正史是完全吻合的，即“两年之
后，刘秀果登大宝”之语所显示的两个时间，恰好与刘
秀奉命北渡黄河与即帝位时间是一致的。

另外，吉利之名还有一奇，就是形容词作地名。翻
阅古今典籍，中国的地名绝大多数是由名词或名词加其
他词组合而成的，纯粹以形容词作地名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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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之名有来历
□孙鹏举

千年古村今犹在

□王化昆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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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是我国古代墓志形成的重要时期，
在至今全国所发现的近800方北魏墓志中，
所记录的古村名仅有四个。《元顺墓志》记载
元顺被害的洛阳陵户村、《杨儿墓志》葬地洛
南小宋村，今天已不复存在，另一个村名常山
郡行唐县之“秘村”，三次出现于三方墓志中，
志主分别为夫妻二人及其儿子，同日迁葬于
一处，此村也已经石沉大海。剩下的一个就

是洛阳马村，两次出现于墓志中，即北魏《赵
碑墓志》和《张宁墓志》。

而今天，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所辖有
马村，位于该镇中西部，北依邙山，南临洛
常路，白常旅游专线穿村而过。两个古今
名字相同的村落，有无直接传承与联系，
还需要作进一步考察。但有一点，二者的
大致方位是一致的。

葬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
八月三日的赵碑，其墓志记载：“葬于张夫人
乔西北三里马村之后。”所谓“张夫人乔”即张
方桥。也就是说，北魏时期的马村位于张方
桥西北三里。著录《赵碑墓志》的《秦晋豫新
出墓志搜佚续编》说：“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
出土。”这个出土地范围太大，对考察张方桥
及马村的具体位置作用不大。

要想弄清北魏马村的方位，需要先搞清
张方桥的位置。

关于张方桥的位置，我们可以从文献资料
中加以考察。张方是西晋时人，以才能出众、
勇猛无比得河间王司马颙赏识，迁任振武将
军。《洛阳伽蓝记》卷四“永明寺”说：“出阊阖门
城外七里，有长分桥。中朝时以谷水浚急，注
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长则分流入
洛，故名曰长分桥。或云：晋河间王在长安遣
张方征长沙王，营军于此，因名为张方桥也。

未知孰是。今民间语讹，号为张夫人桥。朝士
送迎，多在此处。”北魏大臣杨椿辞官回乡，孝庄
帝令“百官同僚在城西张方桥为他饯行”。贾
显度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为雍州刺史、西道
大行台，亲故于张方桥为他饯行。

《洛阳伽蓝记》卷四还说：“自延酤以西，
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邙山，其间东西
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
也。”张方沟在大市西延酤里之西二里，距西
阳门九里。张方沟应是张方桥之下的沟名。

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的谷水，大致是沿着
邙山脚下，由西向东而流，张方桥是建在谷水
之上的。综上，我们可以得知，张方桥约位于
现在孟津县平乐镇平乐村西南一带，约在现
洛吉快速通道与洛常路交叉口东南方向二三
里处。那么，《赵碑墓志》所记载的“葬于张夫
人乔西北三里马村之后”之马村，基本与现在
的平乐镇马村位置相符合。

葬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公元533年）
八月二十八日的《张宁墓志》记载：“窆于孝明
皇帝陵西南二里、马村西北亦二里。”据《洛阳
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32年，《张宁墓志》于
洛阳城东北西山岭头村南、太仓村西北出土。

位于孟津县送庄镇西山岭头村东南二里
许，原被当地人传称的“尉（音 yù）冢”或“玉
冢”，经过文物考古部门的勘探，根据其墓道
规制，为典型的北魏陵墓，后被确认为北魏孝
明帝陵，并已竖碑建亭加以保护。

太仓村位于平乐镇政府西2公里，与现
今马村相邻，两村同属于平乐镇。那么，《张
宁墓志》所记的北魏时期的马村，当大致位于
北魏孝明帝陵之南或西南，这正与今天马村
的位置基本符合。

《唐代墓志汇编》神功004号为唐代《张
愃墓志》，葬于武则天大周神功元年（公元
697 年）十月二十二日。该墓志载“迁葬于
合宫县平乐乡马村东北二里邙山之原”，《洛
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对该墓志出土地点交代

不详。史载，唐武后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以明堂竣工，改河南县为合宫县，神龙
元年（公元705年）又改为河南县。就是说，
唐代的平乐乡马村仍属于河南县或名合宫
县，位置并无变化。这就说明，到唐代仍有
马村，而且其归属与现在相同，都属平乐乡
或平乐镇。

综合《赵碑墓志》与《张宁墓志》的记载，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北魏时期的马村，
与现在隶属于孟津县平乐镇的马村，位置大
致符合。也就是说，马村这个村名，至少已延
续存在了1500年。

历史的传承极其重要，不管是城市名字，
还是县名甚至村名，它们都包含着极其丰富
的历史内涵。动辄易名，就会在不经意间割
断历史，使得本来极具历史文化意义的名字
失了根、断了源，令人痛惜。而一个看似渺小
的村落名字，也同样不容忽视，一个个村子，
组成了一个个乡、一个个县，它们都在默默地
传承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在出土的北魏墓志中，记载有洛阳马村。
当今，在洛阳依然有马村之名。它们之间有无
联系耐人寻味，值得一探究竟。如果二者是千
年相传的同一村落，那真是意义非凡。

古今两个“马村”名

张方桥旁有马村

《张宁墓志》定村位

北魏《赵碑墓志》

北魏《张宁墓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