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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积极支援抗美援朝
秦岭防护渠开工并建成

1月1日，洛阳市开始征收失业工人救济基金。征
收范围是国营和私营工商业、银行、报社、书店、医院、
戏院、剧团等单位。1954年5月1日停征。

2月，洛阳市人民检察署建立。1955年改为洛阳
市人民检察院。

3月，洛阳市人民法院建立。1955年9月，又改名
为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4月13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洛阳市第三次代表
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开展农业
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6月8日，中共洛阳市委召开会议，部署在全市开
展爱国增产，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工
作。至年底，全市共捐献29.5万元（折合新币），超额
完成了任务。

7月30日至31日，洛阳市二届五次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召开，通过《关于贯彻城市民主改革工作的决议》，
决定成立洛阳市民主改革委员会。

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市人民武装部成立。
1953年10月，改为洛阳市郊区人民武装部。是年秋，
洛阳市、县各区出现参军高潮。青年们为了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积极报名参军。

12月，洛阳汽车站向嵩县首次发简易客车（即代
客车）。

是年，洛阳解放后第一项水利建设工程秦岭防护渠开
工并建成。该渠从北陈沟起，止于苗湾村，全长8公里。

1952年

陕州地委洛阳地委合并
洛阳市百货公司成立

1月6日至14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安排开展反
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全市

“三反”斗争于8月底结束。
3月2日至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余森

等3人和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代表阴松山等在洛阳
市作报告37场。

4月1日，陕州地委、专署、军分区与洛阳地委、专
署、军分区合并，都以洛阳命名，机关驻洛阳市。

4月24日，市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反对行贿、
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
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11月，“五反”斗争结束。

10 月 24 日，中共洛阳市委决定在郊区开展土改
民主运动。此运动以马坡为重点。运动于翌年1月结
束。是月，洛阳市百货公司成立。至年底，市贸易公
司、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成立。

是年，洛阳县农业互助组织迅速发展。以各种方
式组织的互助组达3579个，15730户入组，人数已达
62134人（全县人口为174882人）。

本报记者 肖姣姣
（感谢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提供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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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隋唐里坊 思今日城建

现在的洛阳城区，相当大一部分是1414年前那场史无前
例的造城运动的地盘。

2019年3月21日，是隋唐洛阳城开建1414年纪念日。自
然，2019年3月21日与公元605年的3月21日，不可同日而语，
但也有某些让人生发联想的地方——比如当年的突击造城建
都与今天的有序城建改造，当年的都城格局与今天的城市规划
设计，当年的里坊布局与今天的城市功能划分及社区建设等。

里坊命名敦厚雅正1

2 隋唐里坊名人辈出

□徐礼军

在隋唐洛阳城开建纪念日前
两天，我参观了洛阳市城市规划
展览馆，在恢弘大气的展馆里，不
仅更直观地了解到洛阳城的前世
今生，而且为其今日的成就和明
天的蓝图而欢欣鼓舞。伫立在隋
唐洛阳城里坊区的复原图前，面
对那棋盘状严整有序的住宅区，
我想象着那时人们的生活情景，
不禁浮想联翩。

当时，洛阳城的设计师兼督
造官宇文恺，按照“天人合一”理
念，“引洛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
南渡，以法牵牛”，即让洛河北移，
穿城而过，象征银河。再在河上
架桥，以方便通行。整个都城规
模宏大，布局严谨，从内到外依次
为宫城、皇城、外郭城、西苑等，内
郭城“穷极壮丽”，外郭城宽阔坚
实，而且在洛河两岸分布着 100
多个里（唐时叫坊），规整有序。

每个里坊东西南北各 300
步，长、宽各近500米，多数里坊
有2个到4个大门。里坊中间有

厚约 4 米、高略低于常人肩部的
夯土墙，以方便巡查监管。里坊
区实行“宵禁”，居民晚上不得到
处溜达。这看似严苛、死板的规
矩，却使得那时的洛阳城秩序井
然、社会安定，同时不失生机与
活力。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里坊区
的名称，不由为设计者的良苦用
心叫好。在 100 多个里坊名中，
粗略统计，含有“义”“修”“化”字
的各有 5 个，含有“道”字的有 6
个，含有“教”字的有 7 处，含有

“德”“仁”字的有 8 个，含有“善”
字的多达 11 个。这说明了什
么？说明当时的设计者和管理
者非常重视城市布局及居住环
境对人的教化作用，希望通过道
德、仁义、修善、教化这些敦厚雅
美的名字，潜移默化地影响居
民。这显然比当今某些城市的
设计者和管理者，简单用数字来
命名城市道路和街坊，不知要好
上多少倍！

想想看，这个里坊区孕育了多少明星！
从履道坊里走出隋炀帝的姐姐、北周宣帝皇
后杨丽华，走出隋朝将作大匠、洛阳城的设
计者和督造者宇文恺，走出鼎鼎大名的唐朝
诗人白居易，这个里坊何等了得！仁和里走
出大唐鬼才诗人李贺。观德坊里有隋朝第
一学府国子监。从劝善坊里走出大唐贞观
第一谏臣魏征。在择善坊里，著名画家阎立
本奉旨创作《凌烟阁功臣图》；唐朝开国大将
李勣、隋朝三征高丽的领军主帅之一来护
儿、武周名相娄师德等，也曾住在这里。住
在崇让坊的年轻诗人、穷小子李商隐，邂逅
了初恋情人、富商之女柳枝，两人很快坠入
爱河。每次约会，李商隐都会为柳枝写一首
诗，柳枝如获至宝。遗憾的是，柳枝被父母
许配给了一个有权有势的王侯。失恋中的
李商隐伤心不已，写下了千古绝唱《锦瑟》：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有，狄仁杰
住在尚贤坊，姚崇住在慈惠坊，大唐开元名
相宋璟和著名才子崔融住在明教坊……当
然，皇城区、西苑等处，也留下了大量名人足
迹和佳作，如诗仙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
容”，如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
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
都”等。

就像方方正正的棋盘能推演变化无穷
的棋局，隋唐洛阳城规整的里坊区也衍生了
说不尽、道不完的人间悲喜故事。我一直认
为，法度严谨的唐诗，与宏阔方正的城市格
局有关，只有在这样既大气庄严又严整有序
的帝都里，才会盛产既中规中矩又气象万千
的唐诗，才会使大唐文化达到一个后世不可
企及的高度。

3 城市建设知往鉴今

你可能要问，既然隋唐洛阳城的设计理
念那么优越，为何未能保留下来？当今为何
不采用这种规制？

事实上，隋朝建造新都洛阳城，只用了10
个月时间，但这种城市格局和规制一直延续到
北宋时期，在漫长岁月里，这个“棋盘”演绎了多
少惊心动魄的大棋局，这个“方格纸”上留下了
多少彪炳史册的诗篇！在洛阳1500年的建都
史上，隋王朝虽然只存续了14年，可谓昙花一
现，但谁能否认它在十三朝古都中的分量和作
用呢？尽管后来因为朝代更迭、国都迁移，洪
水肆虐、河流改道，战乱不止、城垣被毁，但隋唐
洛阳城在中国城建史上的地位仍不可替代，日
本甚至将这种城市格局复制并保存至今。现
在的洛阳新区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了

隋唐洛阳城的设计理念。
今天，洛阳这座千年古都、文化圣城，站

在承前启后、承东继西、承古创新的节点上，
城市规划设计既借鉴了古人的智慧和经验，
又充满了时尚元素和现代气息，充分展示了
时代新气象。

若让我为洛阳城市规划建设建言献策，
我会提议，复建、仿建二里头夏都、偃师商城、
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让河洛大
地再现“五都荟洛”奇观。这既是中国几千年
文明史的生动呈现，也是世所罕见、绝无仅有
的旅游资源。如此，“五都荟洛”实景展现自
夏至唐的辉煌文明史，新城区看日新月异的
今日洛阳城，新规划展望洛阳城的美好明天，
这座城市的未来将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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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符号处处见 道德传承润心田

祠堂建筑，风格古雅、气势宏
大。在独特的祠堂建筑符号上，集
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宗教观念、宗
族制度、伦理道德，以及人们在社会
生活和审美趣味方面的心灵寄托。

从外形上看，祠堂很像一所富
贵人家的宅院。门楼高大，古朴典
雅。方向多为坐北朝南，建筑顺序
大致是前有门楼、中有前厅、后有正
殿，有的还有后院。大型祠堂门楼
的旁边，还建有石牌坊、石狮子、石
栏杆等物。

门楼上的匾额材质优良、字体
遒劲；墙垛的砖雕精致美观、寓意美
好。祠堂内，石栏杆上，或梅兰竹菊
四君子坦然微笑，或二十四孝图默
化子孙。“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堂
前有太和”“祖德流芳思木本；宗功
浩荡想水源”，充满正能量的内容，
端庄厚重的字体，享堂上的楹联，让
瞻仰者驻足、沉思……

从总体上看，祠堂中所陈列的
物品有着一定的趋同性，它们大都
是以语言文字为表达形式的碑刻、
对联对联、、诗文诗文等物品等物品，，或者是以造型艺或者是以造型艺
术为表现形式的塑像术为表现形式的塑像、、雕刻雕刻、、壁画等壁画等
工艺类物品工艺类物品。。可以说可以说，，这些文化符这些文化符
号号，，如春风化雨如春风化雨，，悄无声息地浸润着悄无声息地浸润着
后辈的心田后辈的心田，，仁义礼智信的种子也仁义礼智信的种子也
自然而然地生根发芽……自然而然地生根发芽……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认为
祭祀乃“国之大事”，列为五礼之首。祠
堂里，祭祀所用的香炉、供桌必不可少，
并且文化味儿十足。伊滨区庞村镇白
草坡村许氏祠堂的香炉，五炉连体，中
间大香炉四足鼎力，足如狮蹄，精致的
纹路透着炉子的精巧和庄严；两边的香
炉则如一个个烛台，烛台正梯形与倒梯
形叠加，上面方正的台嘴凸显。整体
看，主次有序，大小有别；细处瞧，艺术
彰显，匠心独运。

供桌，雕刻细腻，犹如一卷展开的
书，端端正正地放在台案上，平直的线

条，则又显出了书卷的层次和厚重。连
放供品的桌子都显露着书卷气，后辈读
书人自然不会少。当然，这是长辈对子
孙的期许。

祠堂中的祭祖活动，形式极其复
杂，根据不同的祭祀时间和程序，可分为
常祭、专祭、大祭等类型。常祭在每月朔
日(初一)和望日(十五)的早晨进行，专祭
在子孙遇有婚娶、生子、升迁等喜事时进
行，而大祭则是在元旦、春分、清明、端
午、中秋、重阳、除夕等节令中进行。其
中春秋两次大祭最为隆重，届时家族中
所有成年的子孙都要进入祠堂参祭，无

故不到者要受到处罚。
“祠堂”的含义是什么？《诗经·小

雅·天保》云：“禴(yuè)祠尝烝，于公先
王。”禴、祠、尝、烝分别是四时的祭名，
春祠，夏禴，秋尝，冬烝。“祠”的含义是
专指春天的祭祀。“堂”的意思是高大宽
敞的房屋。叔伯兄弟为何叫“堂兄
弟”？据说就是因为祭祖同处一“堂”且
辈分相同。

“俎豆千秋传后世 馨香一缕慰先
贤。”这是在祠堂看到的一副对联。“俎“和

“豆“是祭祀专用的主要“礼器”。“俎豆千
秋”，意思是千秋万代总是祭祀不断。

走进杨家祠堂，“四知堂”的匾额赫
然高悬。东汉名士杨震拒昌邑县令王
密“十斤”黄金的故事，大家不会陌生，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千古美谈，
成就了杨氏后人的荣耀，“四知堂”就成
了杨氏不二选择的堂号。走进李氏祠
堂，“陇西堂”匾额静悬门楣，其堂号说
明李氏祖先本是陇西郡的望族。综合
来看，堂号或来源于对祖人的赞美，或

来源于望族的所在地。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于以“皇帝名

义颁发的封建社会道德规范”。清朝
康熙皇帝颁布《圣谕十六条》，雍正皇
帝颁布《圣谕广训》，成为各宗族确定
堂号的行为准则。按当时的观点，理
想的人伦关系主要就是敦、笃、雍、崇、
务这些字和孝、伦、淳、睦、思、德、忠、
本、善、义等字组合而成的。于是，堂

号就选择这些文字进行组合。根据顾
燕先生对上海图书馆所藏 11200 余种
家谱统计，使用“敦本堂”为堂号的就
有蔡、陈、郭、朱等 61 家，约占现有家
谱姓氏的19.5%。

任何一个家族，不仅希望子孙兴
旺，而且要求子孙孝义友爱、和睦发
展。诚然，堂号的选择，寄托了祖宗对
后人的期许和厚望。

在伊滨区司马街常氏祠堂，看到寝
堂中心位置并排立有三块石碑。第五
代迁居司马街，属于司马街常氏的祖
宗，在石碑上居正中。有两个儿子，大
儿子“大老”居左，二儿子“二老”居右。
大老有五个儿子，“大祖”居中，“一祖”

“三祖”居左，“二祖”“四祖”居右。以此

类推，兄弟几个，排行奇数的位置在左
边，排行偶数的位置在右。

古人规定，排行奇数的为“昭”，排
行偶数的为“穆”。“庙有昭穆。昭取阳
明，穆取阴幽。”“左昭右穆”成为定规。
故此，“春祀秋尝，遵万古圣贤礼乐；左
昭右穆，序一家世代源流”，成为诸多祠

堂常用的一副对联。
生命最终会仅存一个个名字，一个

个符号。然而，生命的符号因为在宗祠
显现，顿时获得神祇的威严。那些符号
复活在灵位上，像一双双深沉的眼睛，
期许着晚辈的健康成长，期许着晚辈的
人生续写先人的辉煌……

文化符号润心田

五礼之首为祭祀

堂号命名寄厚望

牌位安放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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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以农耕为主题的展览馆里，人们偶尔会看到
一种农具：下面两根弧形木架支撑着一个大木圈，木架
下面安一个木轮儿，木圈上面，以细麻绳儿松松地拴一
个网兜儿，人们大多不知道这是啥东西。

其实在古代，这种农具并不少见，那时，种地较多
的人家几乎都有这种农具，它的名字就叫网包儿。

网包儿是一种简易的搬运工具，其关键部件是用
以承重的绳网，网包儿之名也由此得来。然而，绳网的
网孔较大，所以网包里装不了细小的东西。河洛地区
有这样一句歇后语：“网包儿抬猪娃儿——蹄儿、爪儿
都露出来了！”

正因为网包儿构造简单，制作容易，所以被广泛使
用。尤其是在割麦、打场时，网包儿更是离不了的工
具。比如在用绰笼儿（一种大型的割麦工具）收割麦子
时，就得由网包儿来伺候。绰笼儿割下的麦秧是松散
的，用别的工具搬运非常不方便，用网包儿伺候绰笼儿
就非常默契。推网包儿是青壮年农民能够胜任的活儿。

回顾沧桑巨变
激发奋进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洛大事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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