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3癸亥年：
首届牡丹花会举行 偃师商城遗址问世

1983年3月 17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深入
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动员大会，号召广大
干部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在改革社会风气
的前列。

这年4月，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成立大会在洛
举行。来自中央直属机关、解放军、火车头体协、全
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及有关工作人员共

300人参加了会议。
这年4月15日至25日，洛阳市首届牡丹花会

举行。本届花会共接待来自7个国家、地区和全国
22个省（市、自治区）的游客250万人次。

这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
城工作队在偃师县城西尸乡沟一带发现一座略呈
长方形、面积为190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代城址。
该城址经发掘考证为商汤所建的都城西亳，出土了
包括陶器、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和原始瓷器
在内的丰富的文化遗物，为复原中国早期历史提供
了宝贵实物资料。

这年9月1日，上海市场纺织品营业大楼正式
开业。该大楼营业面积为4356平方米，是全市最
大的纺织品商店。

这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洛阳地区的新安、偃
师、孟津3县划归洛阳市管辖，于11月20日开始
执行。

这年9月，市政府决定兴建洛阳古墓博物馆。
1986年4月该馆破土动工，1987年4月第一期工
程完工并对外开放。

这年12月23日，市政府同意设立中国工商银

行洛阳市支
行，承担原来
由中国人民银行
洛阳市支行办理的
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翌年11月，工商银行洛阳
市支行正式从人行洛阳市支
行分离出来，单独设立。

这年12月26日，国家重点
建设项目首阳山电厂工程举行
试桩开工典礼。首阳山电厂计
划分三期建成，装机总量220万
千瓦。1988年12月一期工程完工，
装机总量达40万千瓦。

这年，我国第一台亿次计算机“银河”研制成
功；我国培养的首批博士诞生，18名学子登上学术
之巅。

这年，里根提出“星球大战”防务计划，3月15
日被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本报记者 郭宁康
（感谢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提供史料）

金猪贺新春
百年话巨变

人文河洛 编辑：肖姣姣 校对：国奇 组版：薇薇
112019年1月31日 星期四2019年1月31日 星期四

编辑：贾臻 校对：俊峰 组版：薇薇
10

——近百年八个猪年中的河洛大事（四）

白居易与洛阳缘深：他濯缨龙门涧，醉游到平泉，
谈笑履道里，长眠于香山。他晚年居洛18年，写了很
多诗，举目见诗苗，触笔有诗眼。

太和四年（公元 830 年），白居易 59 岁，这是他以
太子宾客身份定居东都的第二年。除夕夜，他在洛阳
家中写下《除夜》诗：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
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诗的大意：除
夕夜我睡不着，不是为守岁、熬年，而是另有原因：一是
眼疾不舒服，二是人老了瞌睡少，三是今夜灯油燃尽
后，我又老一岁，已成花甲之人。

除夕夜，白公说自己“非守岁”，恰说明大唐人民都
“守岁”。大唐重视迎新年，朝廷给官员放假七天，《大
唐新定吉凶书仪》中说：“元正日，右已上二大节准令休
假七日，前三后四日。”意思是新春假期从除夕前两日
开始，到正月初四结束，初五“公务员”就上班了。而不
是如今的“初一到初七”。

唐时洛阳人迎新年，一样很热闹，燃放爆竹，祭祀
先祖，洒扫庭院，停市休业，张灯结彩，这些活动，一

样不少，只是那时不贴春联，家家贴换桃符，以祛
邪秽，以求吉祥。

辞旧迎新，驱邪迎祥，这种心理，
古今相同，现在，我重点谈谈春节对人

心理的影响。
春节对人们心理影响

巨大，分量最重，原因有三：
其 一 ，春 节 是

“过年”。一过年，一
年四季中的春、

夏、秋、冬就
轮 回

一遍，进入下一个轮回了，这在重视农耕文明的古老中
国，必然引起重视。而其他如元宵、清明等节日，再怎
么“过节”，都在“此年中”，不能称“过年”，所以春节胜
过任何节日。

其二，一旦过年，男女老少都实实在在添一岁，对
人心理冲击较大。小孩子过年，添岁了，成长了，让人
看着喜悦；老年人过年，齿老了，体衰了，让人不由惜
叹。不同年龄阶段，过年感受不一，但受到的冲击力都
很大。

其三，春节有美好意象，含起点，有期盼。春节与
“立春”相携，大地回春，万物复苏，草木生发，有春牛下
田、耕耘稼穑以图丰收的崭新意象；有辞旧迎新、抛却
旧年烦恼、迎接新年好运的美好期盼。

春节对人的影响，直接促成过年民俗。比如，现在
贴春联，内容多有“辞旧迎新”“纳福迎祥”“万象更新”
之佳语。又比如，节前大扫除，最彻底，这是除旧迎新
心理的体现。而细究过年民俗总量的分配，却是年前
占的比例大，春节当日占得小。

比如一到“腊八”，俗语就提醒过年：“腊八，腊八，
小孩要炮，姑娘要花。”“吃了腊八饭，就把年下办”——
要过年，腊八是节点，从这天起，大人小孩开始有过年
意识。歌谣“孩儿孩儿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孩儿
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
自此日起过年进入倒
计时，准备过
节，节

奏加快，“置办”两字，成为关键词。这个“置办”，含“到
位”意。第一是“人到位”，此属“置”的范畴：旧时风俗，
过“小年”这一天，在外打工的男主人必须回到家中祭
灶，“二十三，祭灶官”，而洛阳风俗“女不祭灶”，也迫使
男主人必须到位。

出外之人，何时返乡，也有规律：古代交通缓慢，若
要腊月二十三赶到家，那必须腊月十五前后就启程，这
些习俗延续下来，就变成今天的“春运”。“春运”运什
么？运的是“回家人”！我查了如今“春运”的起始日，
基本与古人返乡过年日吻合。

过年置办，排有日程:“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
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剃精
细；二十八，剃憨瓜；二十九，装香炉；年三十，贴对子；
大年初一，撅屁股作揖。”日程表中，日列一事，内含

“催”字，其中最重要的一“催”，是催过年的资金到位。
因为“磨豆腐”也好，“去割肉”也罢，皆属“办”的范畴，
都需“钱到位”，所以旧时有年关“催账”“还账”习俗，春
节前必须清账，不能拖到下一年，这是规矩。

准备早，准备细，便是“齐”。除夕下午，老街坊见
了面，会问：“齐了？”回答：“齐了！”这表明物质（年
货）准备到位，家人们也都聚齐，要高高兴兴、从从容
容过年了。

读白居易《除夜》诗
说洛阳过年习俗

□孙钦良

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动物，为六
畜之一，十二生肖中作为压阵排在最
后，可见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
地位。家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的，目
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
9000 年至 7500 年的河南省舞阳县贾
湖遗址，当时中原地区可能已出现规
模养猪。

传说最早开大型养猪场的人是白
石先生，东晋葛洪《神仙传》记述了白
石先生的故事。白石先生是中黄丈人
的弟子，原名不详，因住在白石山中，
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为白石先生。彭
祖在世时，白石先生已活了两千岁
了。他并不热衷于得道成仙，只是希
望长生不老就可以了，所以对人间的
享乐都不放弃。

白石先生经常服用的药只有用金
石炼成的丹液。起初由于非常贫穷没
有钱买药，他就在白石山养了很多猪，
积攒了不少钱，就开始经常买药服

用。但他也吃肉喝酒，也吃
五谷杂粮。他可以一天走三
四百里，虽然两千多岁了，看

着仍像四十多岁的人。
白石先生好朝拜神仙，爱读著名

道家浮丘公著的《相鹤经》和论述宇宙
物质构成的《太素传》。彭祖有一次问
白石先生：“你为什么不服用可以成仙
的药呢？”白石先生回答说：“天上能有
人间这么多的欢乐吗？我只求长生不
老就满足了。再说天上有那么多的神
仙，我去侍奉他们，比在人间可苦多
了。”所以当时人们都称白石先生为

“隐遁仙人”，因为他并不苦苦追求升
天当仙官，正如在凡间不追求功名利
禄一样。

传说白石先生寿两千岁、彭祖寿
八百岁，实际上指他们的部族存在的
时间很长，并非指个体生命。白石
先生养猪的白石山，位于洛阳西部
的新安县。《水经注》说：“涧水出新
安县南白石山，《山海经》曰：‘白石
之山，惠水出于其阳，东南注于洛，
涧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谷。’世谓
是山曰广阳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
子涧。《地理志》曰：‘涧水在新安县，东
南入洛。’”

帝王之家也养猪2
古代不仅民间养猪，帝王也开有养

猪场，除供应肉食外，主要用于祭祀。
偃师商城遗址的祭祀区，位于宫城

北部，主体部分由东往西大致分 A、B
和 C 三个区。A 区，面积近 800 平方

米，由若干祭祀场和祭祀坑组成。B
区和 C 区实际是两个相对独立且

自成一体、规模庞大的祭祀
场。B 区总面积近1200平

方 米 ，C 区 总 面 积 约
1100 平方米。二者

布局、形制和结构
等基本一致，

位 置 东 西
并列，平

面 形

状为长方形。考古发掘表明，针对不
同的祭祀对象或目的，祭祀场或祭祀
坑中的堆积物不同。B 区和 C 区皆是
以猪为主要牺牲的大型祭祀场。由南
往北，又大体分三个区域，即观礼区、
焚烧（燎祭）区和献牲区。焚烧区和献
牲区从早期至晚期基本局限于一东西
走向的大沟中，焚烧区位于沟的南坡，
献牲区位于沟的北坡（阳面）；观礼区
位于南围墙和大沟之间，地面经过铺
垫并夯打处理。

两周定鼎洛邑，设有规模很大的
养猪场，主管官员是豕人，是专门负责
为王室喂养和掌管祭祀用猪的职官。

夏商周之时，无论宫廷，还是民
间，养猪都延续了白石先生的做法，以
放牧为主。所以，周王室还设有管理

宫廷和全国牧地的官员，名
叫薮牧。薮牧，《周礼》郑玄
注：“泽无水曰薮；牧，牧田，
在远郊畜牧之地。”同时，设
立名为戴师的官员，专门掌
管土地使用，规划住宅、场
圃、牧田等。

卜式和《养猪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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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古人餐饮器具之美

或精美、或有趣、或实用

——河洛猪文化初谈

花猪起舞贺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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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桃符、挂年画、放爆竹……
缤纷的记忆纷至沓来，日子变得
喜气洋溢。春节，对于中国人来
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从
古至今，河洛大地过春节都有着
丰富而独特的习俗。如今，时代
在变，人们过年的方式也随之变
化，但贯穿其中的文化内涵始终
没变……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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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春节，更是人们大快朵颐的重要节
日。古人发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饮食器，或精美、或有趣、或实用。在我市的
博物馆里，也有很多与“吃”有关的文物，咱一起来看看吧。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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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绿釉烤炉
这只烤炉长20厘米，宽16.5厘米，高

14厘米，长方形，底部有四只脚，两端有把
手，与现代的烧烤炉外形差不多。有意思
的是烤炉上架着两根“铁钎”，各穿了5只
蝉，蝉眼、蝉翼虽经千年岁月腐蚀，仍清晰
可辨。这件文物可以佐证汉代就流行烧
烤，现收藏于老雒阳饮食文化博物馆。

清代彩绘四层木质食盒
食盒是古代盛装食物用的竹木结构器

具，始于东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这个
食盒长77厘米，高93厘米，宽33厘米，是
清代文物，也是国家三级文物。这个抬式
大食盒为琵琶提梁，四周用乳钉镶嵌，两面
分别绘有六郎挂帅和富贵牡丹彩绘，做工
非常精美，现藏于老雒阳饮食文化博物馆。

清代彩漆山水木质食盒
这个食盒直径 50 厘米，高 62 厘米，为

手工木制圆形三层挑式食盒。竹制连体提
梁，食盒上的彩漆山水、花鸟鱼虫写实传
神。文物专家说，这个食盒是婚嫁贺寿的
专用器，现藏于老雒阳饮食文化博物馆。

清代彩漆人物木质食盒
这个食盒长57厘米，宽36厘米，高62

厘米，是国家三级文物。从外观看，食盒分
为两层，彩绘三个孩童在游山玩水，表情传
神生动，底座的花纹雕刻精美。这个老式
挑式漆器食盒为官宦人家内院送餐、春游
踏青时使用的盛器，现藏于老雒阳饮食文
化博物馆。

民国竹编食盒
明代中期，竹编越来越精巧，还和漆器

等工艺结合起来，创作了不少上档次的竹
编器皿。其中，“褐漆竹编圆盒”是官宦人
家使用的一种典型的竹编圆盒。这个食盒
直径40厘米，高30厘米，整体镂空，形制别
致，是典型的仿明代褐漆竹编圆盒，现藏于
老雒阳饮食文化博物馆。

宴饮图
在中国古代，宴饮从来都不是简单的

吃饭喝酒，而是维系情感、表达礼仪的一种
重要方式。偃师市高龙镇辛村出土的新莽
壁画墓中的宴饮图，就给我们展现了2000
年前的贵族宴饮场面，从中能窥见古代的诸
多礼仪。画面分上下两层，其中上层有四个
人物，分着紫袍、红袍，两两对饮，像是在猜
拳行令。下层右下角绘两个人物，一侍女为
一席地而坐的老妪端奉耳杯；左边有三人，
只见穿紫红色长裙的女主人呈醉酒态，衣
带宽松，醉眼朦胧，左右摇摆，不能自持，两
边的仆人急忙殷勤相扶，逼真有趣。

乐舞图
古人喜欢“以乐侑食”，宴饮

壁画中出现歌舞表演场景不足
为奇。画面正中为一男一女，翩
翩起舞，六名乐伎分列左右两
边。左下角的老者，正欣赏表
演，一旁跪姿侍女恭敬地向老者
递上耳杯；右下角的老者，箕踞
在地上，右手高举像是正在为舞
蹈者喝彩。

庖厨图
这幅庖厨图展现古人宴饮中

的主要食材。画面正中为庖厨，
戴冠挽袖端坐在案前，左手按物，
右手执刀，正在切割食物，两侧放
置着两叠盛器和5个托盘。他身
后的墙上悬挂着鱼、鳖、牛羊腿一
类的肉食，前方的两名侍者手持
托盘，正把食物端向主人和宾客。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段跃辉 徐肖亮 文/图

汉代时，洛阳庄园畜牧业很兴
旺。洛阳汉代墓葬中，马、鸡、狗、
猪、猪圈等是常见的模型陶俑。如
烧沟一座汉墓中，随葬有陶猪圈 3
件，说明墓主生前养猪甚多。

汉武帝时，洛阳最大的畜牧业
主和庄园主是卜式。卜式少年时，
父母双亡，他以种田畜牧为业，抚
养小弟。弟弟长大，卜式离家外
出，把田地、房产及其他财物都留
给了弟弟。

卜式到南部山区，以牧羊养猪
为生，十多年后，猪羊满山，买了田
地、住宅。他弟弟把家产全败光
了，卜式又几次分给弟弟家产。

当时汉朝正在讨伐匈奴，卜式
上书，希望把家财的一半献出援助
边防。汉武帝派使者问卜式：“想
当官吗？”卜式说：“不习惯做官。”
使者说：“你家难道有冤屈，想说事
情吗？”卜式说：“我一生与人无争
斗，没有冤屈！”使者说：“既然这
样，您想要什么？”卜式说：“天子征
讨匈奴，我认为贤者应该为气节献
身，有钱财的应该献出钱财，这样，
匈奴就可以消灭了。”使者汇报给
汉武帝，汉武帝告诉丞相公孙弘。
公孙弘说：“这不合人情。”汉武帝
没有同意卜式的请求。

一年多后，正遇上匈奴浑邪部
投降，贫民大迁移，都靠政府供
给，不能全部满足。卜式又携带
二十万钱交给河南太守，来供给
迁移的贫民。这时富豪都争着藏
匿财产，只有卜式捐款给国家。
汉武帝因此认为卜式是德行很高
的长者，于是召卜式到京，拜为中
郎，后来担任缑氏县令、成皋县
令、齐王相，升为太子太傅。在缑
氏、成皋、齐国期间，为指导民间
发展畜牧业，卜式写了《养猪羊
法》，颁行于世。《养猪羊法》是较
早的猪羊养殖技术专著，推动了
当时的畜牧业发展。

班超在《汉书》中评论说：“（卜
式）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
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
乎？”卜式著的《养猪羊法》逸失了，
但不少资料保存在《齐民要术》等
后世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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