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去的村落”之诸葛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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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扇
【娜说河洛】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洛阳老话】

【河图洛影】

司马村之于诸葛镇，就像洛阳之
于河南。洛阳人通常不说自己是河
南的，而说是洛阳的。同理，你若在
诸葛镇向一个司马村人打听司马村
何在，他在指路的同时，准会将头一
偏，惊讶且略带怜悯地斜你一眼：“司
马街可是比诸葛镇名气大呢，洛阳人
谁不知道！”仿佛不了解司马街是件
很丢脸的事儿。

这里补充一句，司马街是司马村
的旧称，名号确实响亮。数年前，此
村曾当选“中国名园名村”，中央电
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采访，轰动
一时。

司马街有名，是因为司马光“退
休”后一直住在这儿。

司马光乃北宋政治家，小时候砸
缸，救了溺水的小伙伴，说明他逆向
思维能力强，敢于创新；长大后他当
上宰相，却趋于保守，与主张变法的
王安石大唱对台戏。

宋神宗偏爱王安石，推崇变法。
司马光在官场拼杀到53岁，大概是累

了，便到西京洛阳寻了一块僻静地
儿，著书立说。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司马光曰：与其对牛弹琴，不如自个
儿偷着乐。于是他造了个独乐园，

“独乐”了15年，整出了彪炳史册的鸿
篇巨制《资治通鉴》。

据说独乐园占地20亩，亭台水

榭，清雅怡情。然而岁月无情，独乐
园现已无存。若想凭吊先贤，得去村
北的洪恩寺。

洪恩寺是后人专为司马光修的
庙，已有千年历史，内有司马光塑像
及历代石碑数块。司马村将被拆迁，
此寺却是重点保护对象，不在拆迁范
围之内。

寺内仅有一名女尼，法号妙莲。
妙莲说，北宋年间，曾有400位高僧
齐聚此地，昼夜诵经，为司马光超度
亡灵。

人死不可复生，精神却可永存。
有些老干部，或恋权不放，不肯

退居二线，或身退心不退，郁郁寡
欢。这得让司马光去跟他们谈谈心：
掌权时钩心斗角、疲于应酬，有啥
好？我若是不砸缸，哪里救得出小
孩？我若是不退居二线，哪有《资治
通鉴》？世事当进则进，当退则退。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若不愿被
拍死在沙滩上，就识趣地退去，化为
空中的一片云吧。

前几期我写了三类扇子，现
在轮到说折扇了。

老洛阳用折扇的多是一些
肚子里有墨水的人。因为折扇

“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非
常轻便，夏天带在身上随时可
用，又可欣赏字画，真是既实用
又风雅。

折扇由扇骨和扇面组成。
就在这方寸之地，镌刻家竟能精
心雕刻出花卉、山水、人物等。

前段时间，报上曾介绍洛阳
名士李馨佛先生，1945年他是明
德中学校董兼校长，精通文墨，
当时我是该校初中学生。有个
学长拿着折扇敬求校长墨宝，说
是女友外出，分别在即，以此相
赠，作为纪念。李老说：“情侣分
别，《西厢记》饯别是非常切题
的。”之后我曾欣赏过此墨宝，但
见长亭疏林，古装仕女掩泪远望，
前方隐约有两个人在扁舟上做回
头挥手状。题诗是：“略整行装不
满舟，余期暗约在初秋。劝卿今
日姑收泪，当待重逢相对流。”

诗书画印俱佳，足见校长文
究词林、学穷书府，无书不览，是
为通入。

岳祖郭勉之告诉我，老洛阳
的文人雅聚多得很，如诗会、书
会、扇会、谜会等。要说扇会，最
有趣的一次是在县前街（今民主
街）洛阳日报社内，由魏社长相
邀，参加人员有当时的《洛阳日
报》主笔（社长的老师）和郭铁
林、郭小岑等。那天每人带藏扇
一把，互相观摩。吟咏方酣，传
达室的人说：“雷县长来了。”大
家还没醒过神儿来，雷县长已走
进屋内。他说：“案牍劳困，顺路
到这儿，不期有此雅聚，我来迟
了，罚我画一把扇子吧。”谈笑
间，他一挥而就，大家围前争看，
画的是钟馗镇鬼图，题款是：扇
遮双目为察鬼，剑隐阔袍为斩
妖。郭铁林鼓掌称妙。时近傍
晚，“万景楼”酒席一桌送来，买
单者，得扇人也。

西北设计院老同事、书画篆
刻家苏州张范九先生说，他有藏
扇300余把，每年清明开始执扇
至重阳节，每日一把，绝不重复，
执扇不为纳凉，重在欣赏，是一
种艺术享受。在下受他的影响，
也爱执扇，不同的是我常执一
把，是效颦，却也有些书卷气。

我喜欢写毛笔字，看见扇子
总想题几个字遣兴。我相中的
人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索求，我
都乐意应允。有道是：秀才人情
纸半张，清风一握送君凉。

走近古树名木

假如司马光不退休

□寇北辰

往昔农户门前树
今日城区街头景

洛龙区原古城街道办事处门前（现东方今典4号
楼前），有一棵编号为豫 c5054 的国槐,历经 14 个朝
代，树龄长达1500年,至今仍根深叶茂。

2006 年新区建设,魏屯村整体拆迁时,该树被村
里几位老人保护起来。2008 年，东方今典 4 号楼建
设时，楼体向南偏移5米，规划新街道向北移5米，并
投资5万余元对古树进行了保护。

2009年，该树被河南省人民政府鉴定为“国家一
级古树”。 （王书敏 梁中和 马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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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历史之门”，我们领略了洛阳古建筑的
丰富内涵。接下来，我们在继续寻访古建筑之门
的同时，还将聚焦河洛大地上的古树名木、古街
道、老民宅、旧窑院、古亭台、古城堡等，敬请关注，
欢迎投稿或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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