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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洛阳话（6）

【娜说河洛】
【老洛阳话】

物价一直是个敏感话题。最
近有人抱怨：去年煤价涨了，取暖
费跟着上涨；今年煤价降了，取暖
费却不跟着下调，这是何道理？

世界上永远不变的是变化。物
价变化堪比女人的心情，总是瞬息
万变，谁也不知道明儿会发生什么，
然而历史却是有迹可循的。

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收藏的
民国时期小学生课本（下文简称民
国课本），记载着一些有趣的数
据。从中可见，抗战前期，河洛地
区的物价水平还是相对稳定的：李
自强家每天买菜需0.25元，张国胜
家每月伙食费6.25元；一张平信邮
票5分钱，一册小学生课本还不到
10分钱……

我们可以比照《鲁迅时代何以
为生：揭秘文化名人的生存状况》一
书，大概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物价。

据书中记载，20 世纪 20 年代
初，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月
收入为为400银元，文科教授胡适
的月收入为300银元。经济学讲师
郁达夫的月薪比较低，仅117银元，
所以他总是牢骚满腹。

要是跟鲁迅比一比，郁达夫恐怕
会更郁闷——鲁迅靠版税和稿费生
活，每月收入高达700多银元！

当时的 1银元能买些什么呢？
在北京能请客吃一顿涮羊肉，在上
海能买7斤猪肉，在洛阳够四口之
家买3天菜。老北京的四合院，要
是搁到今天，没有几千万元是拿不
下来的，在当时，数百银元就能买一
套。这样看来，民国的知识分子都
是大款啊，几个月工资就能买一套
好房子。

不过，知识分子的收入在那个时
代是比较高的，我们不能拿这个阶层
的收入来比照普通民众的生活。

据民国课本记录，“张营长每月
薪金 120.29 元，王排长每月薪金
23.85元，上等兵李占魁每月薪金8.5
元”。抗战爆发后，军费逐年递增，与
普通民众相比，军人的待遇是比较高
的。寻常人家，每月能有十几元收
入，那就谢天谢地了。

所以鲁迅能在残酷的文化围剿
之中自行其是，自说其话，坚持自由
思考、独立人格，并时不时地接济一
下贫困的爱国文学青年，于黑暗的时

代洪流中自得其乐。人家能够自食
其力，还怕谁？

到1940年以后，国土成片遭沦
陷，生产遭受重创，物资稀缺，粮食
缺乏，物价就开始打着滚儿往上翻
了。一套衣服今年卖2元，明年卖4
元，后年就是好几百元……

风水轮流转。如今，知识分子
的收入再不能独领风骚了，人们艳
羡的是煤老板：煤老板炒一炒煤价，
咱的冷暖感受就从表皮波及心里，
多厉害！

我上大学时，洛阳老乡特别多，开会、
照相，老乡能密密麻麻地坐好几排。当时
老乡会会长还定了接头暗号，是不是洛阳
人，先说一句“二分洋”，过关了才中。

洛阳话的“二”很有特点，它是一个儿
化音，只是北京的儿化音是拐着弯说的，
很圆润，很好听，洛阳的儿化音却是合在
字音里的，一步到位，很硬，很直，这个

“二”要把舌头压下去，用舌根经喉咙里发
出来，用洛阳土话说就叫“gèn”，指发音
太硬的意思。

“分洋”是一句土语，指的是硬币，应该
来自清代。清代邮票“绿衣红娘”的学名就
是“红印花加盖小字‘暂作洋银二分’绿色
试样票”，这里的小面值洋银，在洛阳话里
便成了分洋。洛阳话的“分”字，唇齿音发
得格外明显，多少有点咬牙切齿的感觉，后
面的“洋”字不是向上，而是短短的一个下
降，便戛然而止，读起来有轻有重，有抑有
扬，很是好听。

现在的人民币早就没有了二分洋，面
值最小的是一毛，人民币里除了面值二十
块的，很难见到“二”，别说二分洋，就连两
毛、两块都不见了踪影。现在，再也回不
到三分洋一根红糖冰棍儿，五分洋一根白
糖冰棍儿的时代了。

“民间拾宝”之八

趣话民国物价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从民国课本中看当时的物价

【碑志拓片故事】

14岁山西男孩范书恺考上清华
大学的新闻，前些日子引发网友热议，
在1300多年前的唐代，有一个叫刘宪
的15岁少年考中进士，成了“国家公
务员”，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洛阳晚报记者走进位于捷佳裤
城三楼的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看
到了详细记录刘宪生平事迹的墓志
拓片，发现刘宪竟是汉代皇帝后裔，
与蜀汉皇帝刘备有着理论上的血缘
关系。

刘宪的墓志原文如下：“君讳宪，
字元度，高阳人，汉景帝子中山静
（靖）王之裔也，暨蜀昭烈皇帝。”意思
是说，（刘）君名宪，字元度……汉景
帝中山靖王的后代，也是蜀汉皇帝刘
备的后代。《三国志》记载：“刘备，字
玄德，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
根据这一“家谱”推算，刘宪可谓汉帝
后裔，具有“皇族”血统。

可是，刘宪出生在唐高宗永徽
六年（655 年），距东汉灭亡（220
年）、蜀汉灭亡（263年），已过去400
年左右，政权已是李家的天下，刘宪

的“皇族”身份也只能在墓志中展示
一下，颇有几分阿Q“我祖上曾经阔
过”的意味。

好在刘宪书读得好，还擅长“公务
员”考试。据刘宪墓志记载，刘宪小时
候长得很帅，又很聪明，懂得宽以待
人、孝敬亲友、友爱姐妹；在乡亲们之
间广行仁义、博爱济民、推荐贤能；著
文精妙，不擅辩论，是典型的应试型人
才。因此，在15岁考中进士之前，刘
宪的大名就已经“誉动京城”。

或许真是应了那句老话：“龙生
龙，凤生凤”，作为汉帝后裔的刘宪，
小小年纪便高中进士。可以想象，
在当时上殿拜见皇帝时，站在一大
群成年进士中的刘宪一定非常显
眼，如果当时唐都西安有报纸的话，
他一定会上《大唐日报》的头版：“15
岁少年考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
与刘宪同榜考中的有诗圣杜甫的爷
爷杜审言，也是唐代著名诗人。

常言“少年得志大不幸”，考中进
士后的刘宪又经历了什么呢？请随我
们继续关注。

数千年的河洛文明，留下
诸多文化遗存，历朝历代的碑
志、拓片便是其中的珍存。其
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对历
史研究者、书法爱好者、收藏爱
好者来说都是挖掘不尽的宝
库。即日起，洛阳晚报记者带
你走进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
在数千件碑志、拓片中寻找其
背后的故事。 ——编者

刘宪：15岁才子中进士
□见习记者 余子愚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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