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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洛

【河洛风俗】

悠闲地吃

□郑小卫

茶余饭后话吃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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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窝位于洛阳桥南的洛龙区
安乐镇。说起安乐窝，就不得不提
邵雍。

邵雍，字尧天，我国古代著名的
象数学家和哲学家，祖籍河北范阳，
十二岁随父迁居今河南辉县。他少
年时川豫晋陕无所不至，游历各地
后向往洛阳，后移居洛阳，与当时的
名人富弼、司马光等结为好友，在他
们的资助下购得三十间房，将此居
定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居士”。

在洛阳桥南龙门大道东侧，有一
座古朴的青砖灰瓦院落，这就是邵夫
子的安乐祠堂。一位慈祥老者执书
卷伫立在大门外，这就是邵夫子的雕
像。门楼正中“安乐窝”三个大字刚
劲有力，院内松柏林立，有大殿三间。

邵雍一生潜心学问，无意功名，
不论寒暑皆闭门著书讲学。当时的
宋朝皇帝曾封他为地方官，他却以
山林之乐拒不接受。他居洛阳四十
年，与当时的二程齐名。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邵雍去
世，时年67岁。程颐为其写了墓志：

“身怀内圣外王之学，其道纯一不染。”
邵夫子在他的《伊川击壤集》里

写道：“虽生死荣辱，转战于前，曾未
入于胸中，则何异于四时风花雪月
一过乎眼也。”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
的做人准则。

传说夫子晚年时备有一个箱
子，箱子上加锁贴封。等夫子过世
后，其子孙打开箱子，看到里面有一
张字条，上写：“儿孙胜于我，要钱做
什么？儿孙不胜我，要钱做什么？”
他这是在告诉儿孙：你们如果比我
强，就不需要钱了；如果还不如我，
那给你们留下再多的钱也不够你们
折腾的。这就是夫子处理问题的一
种方法。

安乐窝曾毁于战火，后经重修
得以保存。如今的安乐窝仍沿用
旧名，已发展为名镇。这里的百姓
安居乐业，宽阔的龙门大道穿镇而
过，著名学府洛阳师范学院坐落于
此，学子们的朗朗读书声与学术研
究的浓厚氛围，给这块土地增添了
很多人文色彩。

【有名如此】

好一个安乐窝
□王正先

老城街巷之一

和巷古韵
□寇北辰 郭弋

幽静的和巷 寇玺 摄

【洛阳老话】

现在大家一般在饭店享用
宴席，难以全面体味洛阳的风
土人情。

过去洛阳人吃桌，宴席饮
食多为两道，吃完头道菜要离
席休息一段时间，再进食二道
菜，显得悠闲惬意。

20世纪80年代以前，吃桌
分为两个时段。客人到时，主
家已经备好了8个冷盘或“四碗
四”“八碗四”，可立即享用。吃
完后客人离席，走出主家，或与
附近的熟人聊天，或随便看看
主家周围的景致，等着主家喊
叫，再进屋享用热菜。洛阳人
习惯称这种情况为“二顿儿”。

第二时段的菜品较为丰
盛，称为“主菜”，用洛阳话来说
就是“硬菜”。有趣的是，同在
洛阳，有的地方却不是这样，与
偃师市紧挨的白马寺镇一带就
没有这样的习俗。

据说，曾有白马寺镇的人
到偃师赴宴，见第一道菜上来，
就猛吃一通，等到第二道菜上
来，早已酒足饭饱，怎么也吃不
下了。这样的吃桌，一时被传
为笑谈。当然，有经验的人家
会提前提醒那些少不更事的孩
子注意这个问题。“十里不同
俗”，这话用来形容洛阳的吃桌
习俗，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这样的吃桌习俗，在洛阳
的偏远地区还存在。而在城镇
吃桌，程序已经简化，两顿合为
一顿，吃完饭大家各忙各的。

从吃桌习俗的变化，我们
可以看出，以前人们的生活多
么闲适！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
快，人们不由得羡慕起过去人
们吃桌时的那种悠闲自得和浓
浓情谊。

和巷是老城区东南隅的一条街名，全称人和巷，是根据孟
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命名的。

人和者，得人心也。老洛阳人说话求简，遂习惯以和巷呼
之。和巷是“丁”字形街道，东接南大街，西有文峰古塔，南临城
墙，北望文庙，处于洛阳城内中心区域。

叫和巷也好，和者顺也，谐也，不刚不柔也。平也，言息争
而归于和平也；温也，言气候之温和也。和字，其声上扬，属阳
平；其形为人食菽禾，以壮其身；其意蕴含渊深，是一个非常美
妙的字。街名取得好，人人呼大家唤，明其理，可以净化头脑，
规范行为，善莫大焉。

人和巷的名称一直沿用到1927年，冯玉祥的军队进驻洛
阳后，将人和巷分为中和巷（长165米）、西和巷（长190米）、东
和巷（长350米）三条巷子，并且开始使用门牌。

人和巷被改名后，过去每家大门上钉的木牌“×寓”，被换
成了搪瓷蓝底白字的门牌，非常新颖、醒目。

过去，165米长的中和巷有二十几户人家，巷口有栅栏门，
傍晚一关，活脱脱一个大院落。邻里之间经常这么说笑：“加
了墙咱们是两家，拆了墙就是一家人。”热乎乎的话着实温暖
人心。

大家长年相处，彼此了解。谁家有来客进巷问路，只要一
提姓名，不管是谁都会引着客人到他家，进门喊一声“四婶，有
客”，听到回应，便与客人拱手而别。“四婶”是邻里的称呼，显得
那么自然、和谐、通性情达礼数，具有浓厚的人情味。

晨光熹微，各家大门次第开启，出门后，轻轻地把门带上，
缓步走到栅栏门，叫值夜班的张叔把门打开，然后消失在晨曦
之中。

傍晚进巷，遇见街邻，打一声招呼，推开贴有“谦光受益，和
气致祥”对联的大门，进来后随手掩上，到上房给长辈请安，一
切遵循古训，不敢有一丝逾越。

上班族傍晚络绎回来，起更时分，张叔就关了栅栏门。但
等梆儿两击，已是二更时分，小巷慢慢沉寂下来，宁静得能使人
隐约听到声响，细听是老太太念经哩：“嗨嗨弥呀，嗨嗨陀，佛爷
保佑俺家没灾祸。”读书声、纺棉声、织布声、小儿啼哭声……声
声入耳，此起彼伏。最使人陶醉的是箫声，像浅咏，又像低诉，
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