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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洛阳日报》停刊。
3月4日，龙门石窟（包括白居易墓）、白马寺、汉魏

故城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月25日至2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朱德来洛视察工作。
5月12日，市委决定将16个农村人民公社调整为

24个，平均每个公社2000户左右，将城市人民公社中
原来的涧西、洛北两个区的8个公社划分为15个公社。

7月，六一二研究所在洛阳建立，后更名为航空航
天工业部○一四研究中心。

9月16日至19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到洛阳参观
访问。

10月5日，国务院决定恢复栾川县建置。
10月8日，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以及随行

人员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习仲勋的陪同
下抵洛访问。回京后，陈毅应邀为伊河龙门大桥题写

“龙门”二字。
10月17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本社会党顾

问黑田寿男率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行10人来洛阳
参观访问。

11 月17日，市人民委员会作出坚决稳定占职工生
活支出60％的18类商品价格的决定。是年商品匮乏，市
场供求矛盾突出，全年物价总指数较上年上升20.4％。

在过去，农民一年最忙的时段叫“五黄六月”，指的
就是农历五月和六月。一般在四月下旬，大麦率先黄
熟，没几天，大片大片的小麦也该收割了。进入五月，
收割、打场，还要趁下点雨种秋，直到六月月底忙天才
基本过完，所以“五黄六月”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段。

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生
产队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这一段的工作叫“三夏”，
其准备提前就开始了。

“三夏”工作的准备是多方面的，这里说的是运麦
工作的准备，通常都靠“鞭把儿”（使唤牲口的）。拉麦

（割下来的麦秧）的核心工具是畜力胶车，这是当时生
产队最有效的运输工具。

厉兵秣马，披挂装束，“三夏”准备真的就是备战。

有穷氏后羿逼走太康后，拥立仲康
（史书上又称“中康”）。不同于哥哥太康，
仲康一心想重振大夏国威。仲康五年秋，
出现日食。为息民愤、打击腐败遗风，仲
康命人率军讨伐专门掌管天象重权的羲
和氏。随后，仲康又与有穷氏翻脸，激怒
后羿，被夺去国都和政权。

仲康即位 欲重振国威
太康失国，“天下共主”的位置出现了

空缺。后羿虽然夺取了最高政权，但当
时，忠于夏朝的部落还很多，后羿的有穷
氏所属的东夷族还很难取代夏部落在天
下人心目中的地位。后羿自感当天子的
时机尚未成熟，便从太康的弟弟中挑选了
仲康，立为天子。

后羿与仲康约定，今后有穷氏可不用
再向夏朝进贡，而夏朝必须向有穷氏进贡，
然后，就带着自己的人马回有穷氏部落去

了。感觉大业已成，后羿便不再像过去那
样专心治国了，而是把国事交给手下寒浞，
他自己则像太康一样，经常出城打猎。

仲康即位，仍旧定国都于斟鄩。不同
于自己的哥哥太康，仲康一心想要摆脱有
穷氏的压迫，重振大夏国威。眼看后羿越
来越像自己的倒霉大哥，仲康觉得机会来
了。他指派胤侯（胤部落的首领，也称胤
后）作为全军总司令，一面试图强化武力，
打击父兄时代留下来的腐化风气，一面试
图重振大禹时代的德政。

假借日食 讨伐羲和氏
夏朝的各部首领、贵族腐化久了，仲

康想要实行“新政”实非易事。此时突发
了一个天文现象，给了仲康一个为实施

“新政”扫清道路的机会。
《竹书纪年》载：“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

戌朔，日有食之。”仲康五年，发生了日食，

而当时专门负责天文观测的羲和氏，却因
沉湎于酒色，没能及时发现并预测这一天
文奇观，致使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因没有
事先得到预告而大惊失色、四散逃命。

大家都认为，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
任。仲康决定诛杀羲和氏以息民愤，并借
此打击腐败遗风。羲和氏从尧帝时就开
始掌管天象重权，势力很大，根基颇深。
凭此，羲和氏拒绝承担责任，仲康便命令
胤侯率军讨伐。战争取得了胜利，羲和氏
得到了惩罚。

仲康在诸侯当中的威望开始建立起
来了。不久，仲康封颛顼之后己樊为诸
侯，作为自己的同盟力量。己樊的封地为
昆吾之地（今河南濮阳），因此他的部落就
被称为昆吾氏。

合作闹翻 被后羿夺权
经过几年的发展，夏朝的国力在仲康

的积极努力下有所恢复。仲康认为自己
够强大了，可以不再买有穷氏的账了，于
是不再向有穷氏缴纳贡品。

仲康此举彻底激怒了后羿。有穷
氏的大军如同狼群一样扑向夏朝，很
快 攻 占 了 国 都 斟 鄩 。 仲 康 见 局 面 已
不可收拾，只好弃国都而逃，在昆吾
氏的帮助下，以帝丘（今濮阳西南）为
新都。

仲康此次放弃国都，不同于太康失
国。太康失国，夏部落依旧是天子之国。
而此次仲康是彻底被有穷氏击溃，不仅自
己失去了天子之位，还使夏部落失去了天
子之国的地位。

面对有穷氏强大的军事力量，一心想
要中兴夏朝的仲康彻底绝望了。哀莫大
于心死。心如死灰的仲康最终忧郁而死。

本报记者 肖姣姣
（感谢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提供帮助）

▶▶ 1961年

回顾沧桑巨变
激发奋进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洛大事记（九）

六一二研究所在洛阳建立
陈毅应邀为龙门大桥题字

▶▶ 1962年

汉魏洛阳故城开始勘探试掘
焦裕禄从洛矿调至兰考工作

1月3日，洛阳市人民武装委员会成立。
4月1日，洛阳市开始全面征收集市交易税。
4月24日至25日，市委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会议

认为，知识分子已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要信任知识
分子，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尽可能解决他们所
必须的工作条件。

是月，中国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开始对汉魏洛
阳故城进行勘探和试掘工作。至1969年，该队初步探
明了古城垣墙、门阙、街道、护城河以及位于城西北角
的金墉城范围和布局；探明了宫城的范围、部分殿台及
永宁寺遗址，并初步探明了南郊辟雍遗址的范围。

5月11日，市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
5月16日至22日，洛阳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
6月27日，省委组织部通知，调洛阳矿山机器厂焦

裕禄到兰考县委工作。
是月，我市实行职工探亲假路费报销规定。
11 月 20 日，伊河龙门大桥竣工通车。该桥于

1960年3月25日动工兴建。
是月，洛阳至郑州22万伏输电工程竣工。
12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无线技术比赛大会上，

敬事街小学无线电小组制作的音频振荡器获一等奖。
12月19日至24日，政协洛阳市三届一次会议举

行，选举吕英为政协主席。
是年，洛阳市被河南省确定为开展足球项目重点

城市。1986年洛阳市被确定为全国22个足球重点地
区之一。 本报记者 刘永娟

（感谢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提供史料）

备战“三夏”
□胡树青 文/图

欢欣鼓舞享升平
□寇兴耀 文/图

《观赏鼓乐图》用铺排的手法描
绘了豪门的欢愉生活，可这喜气洋洋
的氛围里，也包含着“人生苦短”的遗
憾，寄托着对来世升天的企盼。在画
面素材的选用上，阙是向上发展接近
天庭的建筑，素有“天门”的含义；建
鼓声震九霄，传递音讯；青鸟有翅天
地任来往；更安排两位象征仙界使者
的羽人居于画面中间位置，一位坐在
殿顶仰望碧空谋划升天坦途，一位屈
膝在主人面前汇报着来生的美好。
一切都是主人升仙愿望的表达。

欣赏着这画面，鼓乐中悠悠地响
起了主题歌《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qú）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这首东汉的五言名诗，正是这

幅画的诗意写照。画中有诗，诗中
有画，诗画交融生趣，互为印证。陵
上翠柏，四季不凋；涧中磊石，千秋
不灭；人啊，怎么匆匆如过客！及时
行乐吧，不管酒醇酒薄，开怀畅饮；
不论良驹劣马，驱车进城吧! 看京城
洛阳多么繁华，达官贵人互相探访，
大街小巷豪宅罗列，两个宫殿遥遥
相望，百尺双阙直插蓝天。盛大的
宴会多么欢愉合心，还有什么让你
不高兴啊？

我没有兴趣探究汉朝这位诗人
为什么戚戚不乐，我只为祖先们创造
过这么富裕多彩的时代而欣慰。

画面的下层，中间最突出的部分，是
建鼓舞，两个人骑在瑞兽上奋力击鼓，咚
咚！咚咚！虽是静的画面，可强烈的鼓
点和节奏扑面而来，让整幅画有了动感。

从《山海经》等古籍看，鼓很早就出
现了。黄帝大战蚩尤时，士气低落，黄帝
从东海捕获一只叫夔（kuí）的怪兽，剥了
皮制成一面鼓。又去雷泽抓了龙身人头
的雷兽，取最大的一根骨头当鼓槌。敲
起来，鼓声比打雷还响，五百里外都听得
见。这面鼓搬到战场上，连擂九通，山鸣
谷应，天地变色，军威大振，吓得蚩尤一
方丧魂落魄，一败涂地。夔像牛，只有一
只脚，叫声打雷一样响亮。雷兽就是雷
神，一鼓肚子声震成雷。这两样响亮的
东西取精华相撞击，当然是响上加响。
这思路，源自先民的自然崇拜。

从出土的青铜器、画像石等文物看，
建鼓主要用于战争、祭祀、娱乐等场合，
汉画像中的建鼓大都是在鼓腹中间贯穿
一根柱子立起来。柱头上为了美化，用
鸟羽连缀装饰成华盖一样的羽葆。柱子
下面是支撑的鼓架。唐初训诂学家颜师
古注释《汉书·何并传》说：“建鼓，一名植
鼓。建，立也，谓植木而旁悬鼓也。县有
此鼓者，所以召集号令，为开闭之时。”

鼓字的左半边就是鼓的样子，头上
饰羽葆，中间是鼓腹，下面支鼓架。右边
是后来添加上去的手执鼓槌敲击的形
状。两个象形字组合，会意更加明晰。

这幅画像石的鼓座是双虎共头座，
两只雄壮的猛虎撑起粗壮的楹柱，和上
面的大鼓构成一个正三角形，正三角形
结构最为稳固。骑在虎背上的两个擂鼓
人，一手执桴击鼓，另一手向后摆动，那
姿态正是边鼓边舞，桴鼓相应，陶醉其
中。两只老虎也沉醉在鼓点中，击掌应
和，摆尾抒情。稳固的三角形顿时生发
动感，快乐的情绪水波样放射开去，划响
观众的心弦。

虎是古人心中的瑞兽，备受敬仰，
《礼记·郊特牲》说：“迎猫为其食田鼠也，

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腊月
农事完毕后，古人要举行迎虎祭仪，祈求
老虎吃掉野猪，保护庄稼。虎是星宿学
中二十八宿之一，主宰人间的兵戈战
事。勇猛的军人形象往往和猛虎的特性
联系起来。周武王讨伐殷商的军队中有

“虎贲三百人”，勇猛如虎入羊群，所向披
靡，后来把军中翘楚者冠以“虎贲”，虎贲
军成了精锐之师的代名词。

汉画像中的建鼓多用各式虎座，这
主要取虎能消除鬼魅的神力。东汉泰
山太守应劭著 《风俗通义》说：“虎
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
食鬼魅。”

随着鼓点，画面左边，一男子抚琴作
乐，两女子扬袖起舞。

汉朝时歌舞之风极盛，不管是帝王、
官吏，还是百姓，大都喜欢歌舞，自己动
情时，咏诗高歌，手舞足蹈；交游饮宴时，
出演歌舞百戏，娱乐助兴。汉高祖刘邦
击败淮南王英布的叛乱，得胜还军，顺路
回了故乡沛县，把昔日的朋友、尊长招
来，共同欢饮。酒酣，刘邦一面击筑（古
乐器），一面即兴创作唱起《大风歌》：“大
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和声四起，刘邦起身而
舞，“慷慨伤怀，泣竖行下”。这种真性情
无拘无束的表达，成为千古美谈。

画面中，抚琴者上方，两个人头对头
趴着，是“角抵”之戏，当时的较力表
演，类似于现在的摔跤、相扑。舞者的上
方是武术格斗展示，一人执长杆类兵器，
一人持钩镶和环首刀。杂耍、竞技、魔术
等都是风靡两汉的表演项目。

右下角的观众是家眷一族，一个胖
小子扎着马步瞪圆双眼，模仿表演的节
目，天真诙谐，引得家人忍俊不禁。

出彩之笔，是左边门阙下坐着一对
浓情蜜意的男女，目无旁人，依偎私语。
这么精彩的表演节目吸引不住他俩，一
定是这豪门经常举办这类演出，对两位
早已没有了新鲜劲儿！

被后羿立为天子
因日食发动战争

庭院壮观1
建鼓威猛2

仲
康

这块汉画像石，画面宽达
166厘米，高94厘米，内容丰满，
十分气派。画面分为两层，上面
正中是宽敞的厅堂，鼓蹬式大柱
础托着粗壮的立柱，斗拱上撑开
装饰华丽的大屋顶。屋顶是四
面流水的庑殿顶，五脊四坡，又
叫四阿顶或五脊殿，是后来传统
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屋顶样式，明
清紫禁城里俗称“金銮殿”的太
和殿就是庑殿顶。《仪礼》疏曰：

“汉时殿室四面流水。”汉画像中
两面坡的屋顶很多，当时似乎还
没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百姓可以
在来世生活中尽情享受。

厅堂两边，矗立着两座重檐
庑殿顶的门阙。阙是我国古建
筑中特有的类型，多建在城门口
和宫殿、祠堂、墓园、官邸门口，
左右分列，高高耸起，中间形成
出入的缺口，古代“阙”“缺”通
用，故称阙。汉代刘熙《释名·释
宫室》说：“阙者，在门两旁，中央
阙然为道也。”《诗经·郑风·子
衿》描写一个热恋中的女子在城
阙前走来走去，张望寻找她思念
的恋人，一日不见如三月之长：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
见，如三月兮。”看来，周朝时就
有了门阙。唐人李吉甫《元和郡
县志》记载，当年隋炀帝登上邙
岭，眺望龙门东西两山，正是心
中东都洛阳新城的天然双阙：

“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都与
此？”仆射苏威回答得妙：“自古
非不知，以候陛下。”隋唐东都城
以山为阙，天造地设，确为奇思
佳构，非常人能想。

这幅汉画中，两个阙门外，
各有一位持扫帚的人分列左右，
扫帚头高高朝上。这叫拥彗门
吏。“彗”在甲骨文中就是上面象
形的扫帚，小篆时加了下面的

“手”。拥彗吏代表着礼仪：“尊
贵的客人啊，我已经打扫干净厅
堂院落，欢迎您的光临！”

西汉初期，惠帝起，实行“无
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半个
多世纪就实现了盛世“文景之
治”。东汉政权在农民起义的烈
焰中诞生后，光武帝刘秀依然政
行与民休息，减轻赋役、提倡节
俭、精兵简政。这些善政使两汉
时期的经济迅速恢复，物质财富
聚集，富裕家庭增加，出现了较
长时期歌舞升平的社会状况。
洛阳汉画艺术博物馆的大型画
像石《观赏鼓乐图》就反映了这
种欢欣景象。

◀洛阳汉画艺术博物
馆藏品《观赏鼓乐图》

▼洛阳博物馆展品，汉
代陶制建鼓和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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