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 编辑：肖姣姣 校对：小强 组版：思雨
人文河洛10

河阳自西汉设县以来，建制多有沿革，自唐代
开始在此设置河阳节度使后，战略地位显得尤为重
要。作为古代一处重要的行政区划，历代不乏为之
写诗作文者，或托物寄怀，以浇胸中块垒，或因地怀
古，一抒兴亡之叹，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就是其中
一位。

薛瑄（公元1389年—公元1464年），字德温，号
敬轩，山西省河津县南薛里人（今属山西省万荣县平
原村），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谥
号文清，著有《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等，开
创了河东学派，世称“薛河东”，明代著名思想家、理
学家、文学家。薛瑄是明朝获准从祀孔庙的第一人，
在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中，也仅有薛瑄、王守
仁、陈献章、胡居仁四人获此殊荣。明朝“东林八君
子”之一的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
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对其推崇备
至。清人更是称薛学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
学之基”。

薛瑄自幼好学，但不喜科举，为不违背父命，只
得参加，32 岁河南乡试第一，33 岁中进士。公元
1427年，39岁的薛瑄在家居父丧期满，朝廷催促其
到京城任职，第二年初，他从故里河津先往洛阳，再
到北京。他从河津往洛阳时曾路过河阳，《河阳怀
古》一诗大约写于此时。也有学者认为薛瑄父亲薛
贞曾担任过荥阳、鄢陵、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等地
教谕，薛瑄随父在河南游历过，《河阳怀古》写于游历
之时，也说得通。

全诗如下：“武王曾此奋天戈，继世其如出狩
何。两岸绿杨遮湨（jú）水，满汀芳草际黄河。郝经
墓古声名大，潘岳花残岁月多。遮马堤边重回首，紫
金山色郁嵯峨。”

对于诗文创作，薛瑄主张：“凡诗文出于真情则
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诗文，皆以
真情为主。”薛瑄的诗大多明白晓畅，并不难解。但
因是怀古诗，涉及人文历史，用典较多，需稍加解
释。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渡过黄河后与诸侯会盟，
举行誓师仪式，吉利区至今犹存一处誓师坛。至东
周第六任周王周襄王在位时，王室衰微，诸侯势力强
大，晋文公曾在践土大会诸侯。迫于晋文公的势力，
周襄王也不得不前往。历来都是周王召见诸侯，如
今却是诸侯号令周王，以致孔子写《春秋》时，为避讳
将此事写成“天子狩猎于河阳”。践土的故城遗址在
何处，说法不一，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即今天的焦作孟
州市古周城，头两句写的正是此两件事。

湨水，也就是今天的蟒河，黄河的支流，源出济
源市，经焦作孟州市流入黄河。接着两句为写景，
湨水两岸柳树掩映，黄河岸边长满了芳草。郝经，
字伯常，泽州陵川人（今山西省陵川县），元朝初年
著名大儒，反对“华夷之辨”，推崇四海一家。郝经
曾被忽必烈召入王府，上经国安民之道数十事。及
忽必烈即汗位，为翰林侍读学士。中统元年（公元
1260年），郝经出使南宋议和，被奸臣贾似道扣留，
十六年后方得北归，归来不久病卒，墓在当时的河
阳县虎头山之原（今焦作孟州市城西许村）。潘岳，
字安仁，民间称之为潘安，自幼聪颖异常，被乡里视
为“奇童”。因得罪权贵，潘安从京都洛阳贬到河阳
任县令，虽留下“河阳一县花”的佳话，但“负其才而
郁郁不得志”，无法施展才华，空使多少岁月白白流
逝，故说“岁月多”。

最后两句再次转为写景，遮马堤为古代一道黄
河大堤，在古河阳县西南十三里（今吉利区白坡村一
带），紫金山即今吉利区北部岭区。

初读此诗，觉典故罗列，写景平淡，并无深意。
但与薛瑄的其他咏史怀古诗连读，如《过贾鲁宅》：

“长平驿是相君家，不见当时富贵花。只有苍苍乔
木在，至今犹宿夕阳鸦。”还如《荥阳怀古》：“石麟
有甲含苍藓，铁马无声散晓风。何限英豪俱泯灭，
白云依旧出层峰。”诗意便一目了然，薛瑄在诗中
表达的是一种深沉的感慨：人事沧桑，世事更替，
山河依旧。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薛瑄一生清廉，刚正不
阿，人称“铁汉公”。有古河阳之称的吉利能得之垂
青，写诗歌咏，也使吉利熠熠生辉。

兰陵萧氏 活跃隋唐

□王化昆 文/图

——《萧球墓志》解读

南朝齐国建立者萧道
成、梁国建立者萧衍都是
兰陵萧氏。隋文帝统一全
国前后，萧氏后裔入隋者
不少。此后，在隋唐时期
的历史舞台上，萧氏族人
十分活跃，数百年连绵不
断，涌现出诸多重要人物。

1 萧球墓志露真情

1925 年阴历五月三十，隋《萧球墓
志》在洛阳市孟津县海资村出土。萧球
系兰陵人（今江苏常州），南朝梁国皇
族，官任给事中，仁化县开国侯，入隋后
授深泽县令。隋炀帝大业八年（公元
612 年）七月十六日卒于任上，终年 40
岁，九年二月十六日葬于洛阳邙山北
原。墓志说“君隋内宫堂弟，准从三品，
赠束帛一百段，粟麦三百硕，仪仗鼓吹
车辂，营坟夫六百人”。

一个县令，何以得到“准从三品”这
样的超级待遇？通过《萧球墓志》及史
籍记载，得知他的高祖父是梁武帝萧
衍，曾祖父是昭明太子萧统，祖父是萧
统第三子宣皇帝萧詧（chá）。梁元帝承
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攻打并占领
梁国江陵（今属湖北）。次年，西魏立萧
詧为梁主，年号大定，仅辖江陵一州之
地，依附于西魏，史称西梁或后梁。大
定八年（公元562年），萧詧去世，谥号宣
皇帝。萧球父亲萧岑是萧詧第八子，官
至太尉，隋文帝征召他入朝，拜大将军，
封怀义郡公。

隋文帝建立隋朝后，为其爱子晋
王杨广选王妃，萧氏因是梁朝皇族，祖
父是西梁宣皇帝萧詧，父西梁孝明帝
萧岿，再加上她婉顺聪慧、知书达理而
当选，深得文帝夫妇欢心和丈夫杨广
宠爱，生育三子一女，并为杨广夺嫡立
下汗马功劳。隋炀帝即位后，萧后虽
年过四十，仍得到其宠爱和敬重。萧
球与萧皇后是堂姐弟，即志文所说“君
隋内宫堂弟”，所以，受到优遇，虽仅为
县令，但死后享受从三品官员待遇，助
葬之物颇丰。

2 萧氏兄弟地位高

隋《萧瑾墓志》1919年出土于洛阳北郑凹村村
北。《萧瑾墓志》记载，萧瑾字昞文，兰陵郡兰陵县
人。高祖武皇帝萧衍，梁宣帝萧詧之孙，吴郡王萧
岑第三子。西梁为永修县侯，官拜中书侍郎、散骑
常侍、大将军。他是萧球的兄长。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欲废除西梁政
权，派遣崔弘度率军前往江陵，西梁后主萧琮与其
他西梁宗室、官吏被带往长安。留在江陵的萧岩等
萧氏子孙因害怕而投陈国，萧瑾也在其列。不久，
隋灭陈朝，萧瑾被俘，押往北方，虽免死，但并未出
仕。直到炀帝登基，萧氏为皇后，因近亲之故，萧瑾
才被任命为新密县令，隋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卒于东都温柔里家中，终年50岁。十
二月廿八日葬于河南县灵渊乡安川里北邙山阳。

“赙（fù）赠礼数，一如旧式”，很可能是依照上年去世
的胞弟萧球。

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的隋《萧瑒墓志》，现存洛

阳博物馆。《萧瑒墓志》载：萧瑒字同文，兰陵人。祖
父萧詧，父萧岿。九岁封义安郡王。开皇七年（公
元587年），随从梁主萧琮入长安。大业七年（公元
611年）随隋炀帝征高句丽，任左骁卫将军。十二月
十七日，病死于涿郡蓟县，终年39岁。大业八年（公
元612年）八月十三日，归葬于河南郡河南县千金乡
灵渊里。

萧瑒的官职在隋炀帝时期几乎每年都有变化，
这主要缘于他是隋炀帝萧皇后之胞弟，是国舅，地
位极高，待遇优厚。

萧皇后的另一个胞弟萧瑀，地位也非常高。隋
文帝独孤皇后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萧瑀，萧瑀跟
隋皇室更增加了一层关系。他先为太子杨广右千
牛，炀帝登基后，他贵为外戚，先后任尚衣奉御、检
校左翊卫鹰扬郎将、银青光禄大夫、内史侍郎。他
曾出计助隋炀帝摆脱雁门之困，深得宠信。“诸萧
昆弟，布列朝廷”，是当时萧氏家族得宠的写照。

3 唐代一门出八相

在唐代，兰陵萧氏更是盛极一时，仅萧瑀一门，
就有8人出任宰相，《新唐书》说萧氏“凡八叶宰相，
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隋末战乱中，萧瑀归附李渊，深得唐高祖器
重。萧瑀博学多识，又是梁朝宗室，还是李渊母
亲独孤家族的女婿，李渊与萧瑀之妻是姑舅表兄
妹，故被封为宋国公，官拜民部尚书、秦王府司
马。唐太宗即位后，拜萧瑀为尚书左仆射，赐诗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与长孙无忌等 24 功
臣画像悬于凌烟阁。萧瑀曾当着唐太宗及百官
自称“臣是梁朝皇帝儿，隋朝皇后弟，尚书左仆
射，天子亲家翁”，足见其身份高贵。他是高祖、
太宗两朝宰相。

萧瑀侄子萧钧博学多才，贞观中，任中书舍人，
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为弘文馆学士。萧钧孙
萧嵩，开元年间因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建立功勋，被
任命为宰相，兼中书令，又为太子太师，恩宠无比。

萧嵩子萧华，天宝末为兵部侍郎。“安史之乱”
时逃亡不及，落入叛军手中，任安禄山魏州刺史。
平乱之后，在唐廷严厉处置叛军官员的大形势下，

萧华却因在任伪职时曾暗中与唐有联系，且才华出
众，仅被降职为秘书少监，又迁尚书右丞。唐乾元
二年（公元 759 年），他出任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
使；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十二月，制授中书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
监修国史。他应该是曾任安史伪职人员中，平乱后
在唐朝职位最高的。

萧嵩孙萧复，唐德宗宰相。萧复孙萧寘（zhì），
唐懿宗咸通年间宰相。萧华孙萧俛（fǔ），唐文宗大
和年间宰相。萧华孙萧倣（fǎng），唐懿宗宰相。

萧复曾孙萧遘（gòu），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
881年），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还兼吏部尚书、监
修国史。萧遘在相位五年，“遘为大臣，士行无缺”。

萧瑀长子萧锐，娶唐太宗之女襄城公主，萧、李
两族亲上加亲。萧瑀之侄萧钧之后人亦有数人与
皇族联姻。唐玄宗宰相萧嵩之子萧衡娶玄宗之女
新昌公主，萧嵩夫人贺氏入宫，玄宗呼为亲家母，礼
遇非凡。萧衡之子萧升娶肃宗之女郜国公主，萧升
之女又为德宗太子李诵（后即位为顺宗）之妃。由
萧氏家族婚姻状况，可以管窥其家族兴盛。

薛瑄河阳怀古
□马军

根据《洛阳市2019年春季扬尘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
方案》有关要求，洛阳市污染防治攻坚办组织督查组于近日
对我市城区30条道路进行了第二次“以克论净”集中抽查
考核，其中 18 条合格、12 条超标，整体合格率为 60.00%。
现将主要考核结果通报如下：

（1）主干道中，抽查 6 条合格、5 条超标，合格率为
54.5%，其中高新区龙鳞路（九都西路以南）超标率最大，为
285.40%。（2）次干道中，抽查5条合格、5条超标，合格率为
50%，其中西工区红山路超标率最大，为276.60%。（3）背街
小巷中，抽查4条合格、2条超标，合格率为66.67%，其中老
城区定鼎府东边道路超标率最大，为68.80%。

相关辖区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落实属地责任，加大对
超标道路的清扫保洁力度，尽快改善道路积尘严重情况，减
少扬尘污染。

2019年3月12日

关于对城市区扬尘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
“以克论净”抽查不达标道路的通报 （第二期）

洛阳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城市区扬尘污染防治道路“以克论净”抽查不达标道路及责任表
（考核日期：2019年3月6日至8日）

倒数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所属辖区

高新区

西工区

瀍河区

老城区

老城区

老城区

老城区

涧西区

高新区

瀍河区

老城区

涧西区

道路名称

龙鳞路（九都西路以南）

红山路

中州东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机场路与王城大道转盘西100米

国花路

经七路

定鼎府东边道路

西环路与兴业路交叉口

孙石路

马盘线（中窑段）

陵园路

浅井南路与九都路交叉口辅路

路别

主干道

次干道

主干道

主干道

主干道

次干道

背街小巷

主干道

次干道

次干道

背街小巷

次干道

县（市、区）行业
主管部门负责人

梁士甫

胡少可

王梅红

魏彦武

魏彦武

魏彦武

魏彦武

刘寿疆

梁士甫

王梅红

魏彦武

刘寿疆

主管县（市、区）领导

梁 洪

朱 丹

王继胜

陈俊光

陈俊光

陈俊光

陈俊光

陈兴忠

梁 洪

王继胜

陈俊光

陈兴忠

以克论净结果（g）

38.54

56.49

28.07

27.90

22.93

32.33

33.76

15.74

22.32

17.36

21.55

15.17

超标率

285.40%

276.60%

180.70%

179.00%

129.30%

115.50%

68.80%

57.40%

48.80%

15.73%

7.75%

1.13%

隋《萧球墓志》拓本（局部）

隋《萧球墓志》盖拓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