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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千八百多年前的洛水，绿波
盈盈，水势汤汤。一叶扁舟，几排竹筏，正
顺流而下，划向数百里之外的夏都斟鄩。

“前面不远，两岸青山对峙，洛水
曲折穿行，形如两条游龙额手相接，故
称双龙湾。”夏伯盘腿坐于竹筏上，悠
然说道。清风徐来，夏伯身着灰色葛
麻长衣，头顶玉簪绾发，灰白色长须随
风飘动，颇有几分仙风道骨。

夏伯提到了龙，从数千年后穿越
而来的我，心中生出共鸣和惊喜。我
问道：“你们这个古老年代，也崇拜龙，
也喜欢以龙作比喻吗？”

“夏以蛇形龙为图腾，之后代代相
传。但夏并不古老，夏是当下，我只是
喜欢思考夏从何而来，人从何而来。”

夏伯的话，或许可信。他是夏的
大祭司，通晓天文、地理、历法、符号文
字、器乐，负责沟通上天、记录历史，是
知识最渊博的夏人。这次，夏伯奉王
命，带人到洛水上游寻采绿松石矿
料。那几排竹筏上，载着好多装着绿
松石料的竹篓。

而我，是穿越而来。在二里头，我
不满足于那些文物的静默，想看见夏

时鲜活的人物、山川风物、飞鸟走兽，
想听见夏时的风雨声、说话声、鸟叫
声、乐器声。借助元宇宙之类黑科技，
我穿越到夏朝，遇见了夏伯这位睿智
的长者。

“你不必讲现在之后几千年的事
情，人自有去处，事情自有结果。”夏伯
提醒我。他讲的语言，似乎是古雅言，
有老洛阳话、古粤语、客家话的元素，
幸亏我听得懂。

傍晚时分，红日西挂。泊筏休息
时，夏伯吹起骨笛，笛声呜咽；换作竹
笛，悠扬婉转。几曲终了，夏伯垂钓洛
水，铜钩带出一条半大鲤鱼。用火引
子引燃陶炉里的炭火，陶盆煮好粟饭，
炭火烤鱼、撒料，陶爵盛酒，夏伯邀我
共进晚餐。

满天星斗之下，夏伯继续讲古说夏。
我们已经过了玄扈河入洛水处，

那里是洛书出处。“河出图，洛出书，真
有其事？”“大禹，真有其人？”“夏启、太
康、寒浞的故事，是真的吗？”我有很多
疑问。

夏伯望着夜空，缓缓说道：“夏之
前，上天多雨，太阳炽热，大地被洪水

淹没，必定有大禹这样的首领人物出
现，但太久远了，我用卜骨没法算明。”

“古人肯定会思考，会计算，河图洛书
必定出现。”“夏之前的符号记录，很多
遗失了。口耳相传，我知道有启、太康
这样的先王。”……

晨起竹筏启程，十多位船工喊起
号子，唱起船歌，声音铿锵。这民间劳
作之音，不知是否出现在夏后千年的

《诗经》里。
洛水河面越发宽阔，船只变多。

南北两侧的熊耳山、崤山渐趋低平，山
上树木繁茂。岸边高台斜坡上，不时
能看见聚落人家、茅屋和窑洞，炊烟袅
袅，鸡犬之声相闻。块块庄稼地泛着
金黄，是谷穗、豆菽、晚稻。透着红光
的果树，是苹果、山楂、柿子。洛水两
岸，一派烟火人间气象。

望见伊阙，夏伯说，距斟鄩不远
了。再行半日，竹筏停泊在洛河岸边渡
口，已经有人在迎接夏伯，迎接从洛水
上游秦岭南麓远道而来的绿松石原料。

我随夏伯走过水草丰茂的洛浦，
走向台地上的夏都。斟鄩，这座三千
年多前的夏朝都城，真实展现在眼前。

高耸的土黄色夯土城墙，围成一
座方正的城。卫兵把守南城门，手持
铜戈，铜胄铜甲上镶绿松石片，光彩照
人。城中房屋多为土墙茅舍，最高挑
显眼的是宫城，似是瓦屋顶。

街道横平竖直，偶有贵族的木马
车辘辘经过，路边间有绿树小花。往
来的人不少，多着布衣草鞋。街市熙
攘，粮食、薪材、水果蔬菜、鸡鸭牛羊，
在这里物物交换。

“很多人是来自东边的商部落，商
人擅做买卖。”夏伯幽幽叹气道，“商将
会是夏的威胁。”

我不能告诉夏伯后面的历史。相
较于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地球几
十亿年的演化史，人类几千年的文明
史太过短暂，而仅仅是三千多年前的
夏王朝，我们也有太多未知。

夏伯与我作别，他要到作坊交接登
记绿松石入库，我该回到现实了。那些
一路同来的绿松石，进入作坊，工匠首先
要加工“剥皮”——剥去矿料外面包裹的
黑皮，里面的绿松石色如天相，色彩夺
目，像极了二里头黄土下依然隐藏着的
夏都斟鄩的秘密，一旦揭开，必然璀璨。

穿越回夏朝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说
呢，老来有伴金不换。可是，偏偏有一
些人，老了老了，却是夫妻不睦，难以
为伴，甚至硝烟弥漫，儿女着急，自个
儿孤独可怜。余生如此，怎不悲惨？

每每看到大街上那些耄耋老人
互相搀扶，互相照顾，不由得让人心
生羡慕，倍感温暖。人生不就是应该
这样度过的吗？年轻时，相互支持，
相互鼓励，同甘共苦，勠力奋斗；年老
了，互相搀扶，互相照顾，笑谈过去，
霜发共染。

要说，老年人大多数都完成了自
己的任务，本应该又过起二人世界，清

静舒服安度晚年。可偏偏有的老人，
相看两厌，叮叮咣咣，鸡飞狗跳。为什
么会老来难伴呢？我想，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破罐破摔，让人讨厌。个别
人觉得自己反正老了，无所谓了，穿衣
或衰败丧气，或奇装异服，怪异难看。
有的不再讲究个人卫生，而是邋里邋
遢，令人掩鼻。

二是性格暴躁，乱发脾气。看谁
都不顺眼，老虎屁股摸不得，麦秸火脾
气，一点就着。对老伴更是鸡蛋里挑
骨头，容不得一点差池。

三是自私自利，吝啬到家。有一

些老人越老越像守财奴，满心里只有
钱财二字，把口袋捂得紧紧的，舍不得
老伴花一个子儿，谁能不寒心？

四是居功自傲，怨气冲天。有的
老人，认为自己是家里第一功臣，老
伴、孩子能有今日，全都是得了自己的
济，只有对自己低眉顺眼、感恩戴德的
份儿，稍有一点不如意，便勃然大怒，
把坏脾气带到家里。

老来伴，老来伴，老来怎么能无
伴？身边难离人，老伴在身边，知冷又
知暖，孩子无忧把事业干。那么，怎么
样才能做到老来喜相伴？

一是修言三冬暖。人学会说话只

用三年，但学习好好说话需要一辈
子。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射
出去的箭，覆水难收，利箭伤人。说
话，要三思而后言，千万不要因为是老
伴，就随心所欲，恶语伤人。

二是修身魅力添。人必先自爱，
而后人爱之。老年人要活得通透，修
养日高，言谈举止让人舒服。不妨有
一个健康高雅的爱好，提升自己的品
位，活得也更加充实幸福。

三是修心为福源。要有一颗善良
宽容之心，对家庭无私奉献，让老伴感
受到你的关心、温暖和真诚。要有一
颗感恩心，感恩让苦涩变甘甜，春风化
雨，善出善返。

四是包容笑开颜。夫妻之间，多
看对方的优点，包容尊重对方的个性、
习惯和生活方式。老来欣然做伴，晚
年幸福心安！

莫让老来难为伴

安居是最大的民生。2024年是我市全面建立住房公积金制
度30周年，住房公积金帮助无数市民圆了安居梦。15日，“我与
住房公积金的故事”征文活动正式启动，邀您以亲身经历讲述与公
积金相关的安居故事。

征文围绕“我与住房公积金的故事”这一主题，以学习运用
住房公积金法规政策、探讨住房公积金制度、提升住房公积金服
务等为主要内容，以小见大真实记录洛阳人居环境的巨大变化
及公积金在城市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征文稿件应层次鲜明，角度新颖，具有时代气息，1000字左
右。每人限投一篇，征文一经提交即视为参赛。若您有意向参
与，可在9月15日前将投稿稿件发送至邮箱zslybjb@163.com，
邮件标注“我与住房公积金的故事”，内附姓名及联系方式。截
稿日期后发送的稿件不予评选。

9月16日至27日，主办方将组织行业专家对作品进行综合
评审，确保公平公正。届时将评选出一等奖作品1篇，奖金1000
元；二等奖作品2篇，奖金各800元；三等奖作品3篇，奖金各500
元；优秀奖作品10篇，奖金各200元。颁奖活动计划在10月上
旬举办，同时获奖作品还将择优进行公开发表。 （郭飞飞）

9月15日前均可投稿，一等奖奖金1000元

“我与住房公积金的故事”
征文活动启动

当洛阳重新回到历史舞台中心，已经是西晋八王之乱之后
约200年。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力排众议，将国都从平城（今山西
大同）迁至洛阳。北魏是南北朝时期存在时间最长、实力最强的
政权，在七年级历史课本中，用一段话描述了“北魏时的洛阳”：“北
魏迁都后，洛阳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重心。城内外有许多大的市
场，各地名贵特产都集中在这里交易。全城10多万居民中，来自
国内外的商人就有上万人。洛阳城西的大市，开市、闭市都以击
鼓为号。市内设有专门管理贸易和税收的官吏。城南还有馆
舍，专供外来商人居住。城中不少富商大贾‘资财巨万’。”

到了唐朝，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
神都。历史课本里这样评价武则天：“在位期间，社会经济得以
持续发展，人口持续增长，边疆得到巩固和开拓。这为后来‘开
元盛世’局面的出现奠定
了基础。”

作为曾经的国都，洛
阳见证过政权的更迭，同时
也矗立着一座座文学、艺术
的高峰，您知道有哪些吗？

北魏迁都和武则天登场

□马继远

□郭建龙

生活空间

扫二维码进
入“学习强国”，看

《课本里的洛阳：
北魏迁都和武则
天登场》视频

□李砺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