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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历史之门

■投稿邮箱：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7

您还知道洛阳有哪些古建筑的门（古城门、老房子门、老牌坊、古庙门
等）？它们的前世今生是何面貌、有何故事？近期，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

“历史之门”，寻找河洛往事，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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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赋》是西晋文学家左
思的成名作，一度引发了“洛阳
纸贵”。左思并不是洛阳人，他
生在山东临淄，因为妹妹应选入
宫，他才迁至洛阳。

左思长相丑陋，自小口吃，
难免在人前畏畏缩缩。他父亲
左雍常常训斥他，有一次还当
众叹息：“我这个儿子真是不
中用啊，他已经到了这个岁
数，可掌握的知识还不及我小
时候多呢！”

想必左思当时肯定很痛
苦。可他没有颓废，而是闭门苦
读，呕心沥血 10个春秋，根据
《两都赋》的体例，终于完成了
《三都赋》。

起初，《三都赋》带给左思
的是恶名。《文赋》的作者陆机
听说左思要写《三都赋》，说他
是狂妄之极，妄想超越班固和
张衡，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讥
笑左思写出来的东西只配给他
盖酒坛子。

权威人士这么说了，所以，
当左思拿着作品准备开“研讨
会”时，一些文人连看一眼的欲
望都没有，就全盘否定了。

左思不甘心，从洛阳跑到
河北，拜访了西晋时期的大文
学家张华。张华年少时因家
贫放过羊，同样坎坷的经历让
他与左思惺惺相惜。他逐字
逐句看完《三都赋》后，对左思
说：“你写得非常好，有些人重
名不重文章，他们说的话不值
一提，我会推荐此书给皇甫谧
先生……”

皇甫谧是西晋名士，为人正
直，是甘肃宁夏彭阳人。他看了
《三都赋》后赞不绝口，欣然作
序。他还请当时的文学名人张
载、刘逵，分别为《三都赋》中的
《魏都赋》《蜀都赋》《吴都赋》作
注。有了这么多文坛大家的推
崇，《三都赋》终于引发了“洛阳
纸贵”的轰动效应。陆机正在创
作自己的《三都赋》，但看过左思
的《三都赋》后，不由得钦佩道：

“写得太好了！真是想不到啊！”
他料定自己写不过左思，就不再
写了。

斗转星移，“洛阳纸贵”的场
景仿佛还在眼前晃动；时过境
迁，千年云烟遮不住《三都赋》的
光芒！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
致远。”难怪生于河北范阳的邵雍先
生会将后半生选定在伊川县平等乡，
想必也是喜爱这里的清幽旷远。

邵夫子墓建成后的近千年岁月，
先后有众多敬仰他的后人出资重修
其墓，纪念这位圣贤。史载，邵夫子
墓前牌坊即是清乾隆年间在明嘉靖
重修牌坊的基座上修建起来的，牌
坊上那块“安乐佳城”的匾额便是当
时嵩县知县徐矶题的。山门两边的
一副石刻对联，是清朝学者赵诚的
题词。 （李红都 摄）

15岁考中进士的唐朝才子刘宪，
长大后成了文艺男青年。用洛阳碑
志拓片博物馆馆长刘建军的话说：

“刘宪的文采在唐朝是数得着的。”
的确，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

大高峰，才子刘宪当然也是很“能诗”
的。这里引一首刘宪所写与洛阳有
关的七言诗《饯唐永昌》：“始见郎官
拜洛阳，旋闻近侍发雕章。绪言已勖
期年政，绮字当生满路光。”唐永昌是
刘宪在西安的同事，即将赴任东都洛
阳做官，刘宪以诗为赠。

说起做官，刘宪的官运却不是太
好，因为年龄小，考中进士之时还不
到“法定”用工年龄，他只好耐心等
待，直到公元675年，20岁的刘宪才
被封为河北阜城县县尉。按唐朝官
制，县尉是县令的僚属，在县政府里
排在县丞、主簿之后，可谓“四把
手”，位在从九品，连七品芝麻官都
算不上。

通过刘宪墓志拓片，我们看到，
喜爱文学的刘宪并不计较这些，20岁
出头的刘才子坚持清白气节，不贪图
名利，做事公道，很快就在老百姓口
中政声远扬，被视为“神明。”

后来，刘宪先后担任同州（今陕
西渭南）白水县县尉、洛州（今洛阳）

伊阙县县尉，算是与洛阳发生了直接
联系。

洛阳给刘宪带来了好官运，从伊
阙县县尉任上，刘宪被提拔为监察御
史，干起了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
刑狱、肃整朝仪等工作，虽然官位不
高，但可以直接向皇帝弹劾违法乱纪

和不称职的官员。由此，刘宪开始和
皇帝有了直接接触。

690年，刘宪被封为尚书工部员
外郎，“似乎”得到了皇帝的重用。
691年，刘宪奉诏将酷吏来俊臣治罪，
却被来反诬，刘宪被贬为渠州潾水县
令（今四川省邻水县）。

来俊臣死后，刘宪又得到了重
用，被任命为朝散大夫、中书舍人，刘
宪的文名远播，被称为“学识渊博，一
时之冠，海内称颂”。随后，刘宪又相
继担任吏部侍郎、太仆少卿，兼修国
史，刘宪逐渐从一位官员转向学者，
又从文艺男青年变成了学者型官员。

之后，刘宪先后被任命为秘书监
修文馆学士、太子詹事兼崇文馆学士
等，他的才学终于得到皇帝和太子的
认可。公元710年，57岁的刘宪病逝
于任上。

唐睿宗“闻凶震悼”，追赠刘宪
“持节都督、兖州（今山东兖州）刺
史”，皇太子“思贤流恸，亲降令旨”。

据刘宪墓志拓片记载，刘宪去世
时，留下文集四十卷，可是我们现在
已经看不到了，只能通过一张拓片回
味这位才子的风采。

（感谢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提供
帮助）

刘宪：文艺男青年的从政之路
【河洛典故】

□见习记者 余子愚 文/图

“洛阳纸贵”
背后的辛酸

□杨亚丽

刘宪墓志（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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