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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河图洛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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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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期，建安文人集团的
领袖是曹丕。在诗酒歌赋、游园
宴饮、同题共作、书信往来中，曹
丕同吴质、徐干、刘桢、陈琳、王
粲等一大批文人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

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王粲死
亡。曹丕参加他的葬礼时，不顾
自己的身份，对同去的文人说：

“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
之。”于是“驴”叫声响成一片，久
久回荡在墓地上空。曹丕与王
粲的友情令人潸然。在这场大
瘟疫中，曹丕的好友徐干、刘桢、
陈琳等也都踏上了黄泉路。

对此，曹丕内心十分痛苦，
这甚至影响到他对人生的思
考。他在《又与吴质书》中说：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
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
也！”他的意思是说，人在年轻时
应该努力，莫等年龄大了空悲
切。古人说的夜晚持蜡烛到处
游玩，还是有它产生的原因的。

后人遂以“秉烛夜游”喻及
时行乐。李白《春夜宴桃李园
序》中即用曹丕原话，只是省略
了一个“思”字。以后又引申出
秉烛看花，如唐白居易《惜牡丹
花》中的“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
衰红把火看”，李商隐《花下醉》
中的“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
烛赏残花”，宋苏轼《海棠》中的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
红妆”，均袭此意。

把这种境界推到极致的是
王羲之之子王子猷。他当时居
住在浙江绍兴，一天夜里下大
雪，他从梦中醒来，打开窗户，踱
着方步，端着酒杯，边观赏雪景
边吟诵左思的《招隐诗》。如此
这般，还不尽兴，他忽然想到了
家住曹娥江上游的好朋友戴逵，
遂乘小船前往。桨声悠悠，雪花
瑟瑟，一夜奔波，他才到戴府门
前。此时，他没有推门进去，而
是转身返回。仆人疑惑，王子猷
说，乘兴前往，兴尽而返，为何一
定要见朋友呢？

张裕民家住伊滨区李村镇，今
年 86岁。他说伊滨区政府所在地
上庄村附近，有几个地名如提驾
庄、护驾窑、雾驾村、宿驾窑等，都
很值得玩味。

“驾”有好几个意思，在封建社
会是对帝王的尊称。张裕民和他的
同乡都相信，上述地名都跟东汉开
国皇帝刘秀有关。

刘秀没当皇帝前是相当狼狈
的。西汉外戚王莽要篡位，强行改
制，搞了个“新朝”，且欲斩草除
根，企图除掉刘秀这个皇室继承
人。于是刘秀四处逃亡，从长安
逃到了洛阳。

追兵撵得紧，刘秀便四处找掩
护。耕地的农民叫他躺在马骡肚下
的墒沟里，这样追兵就看不见他
了。刘秀拍着马骡后蹄，叫它抬起

蹄子，免得踩到他。那牲口有灵性，
果然抬起一只蹄子。后来刘秀当了
皇帝，就封此地为“提驾庄”。

刘秀逃到一处坡地，看到一个
破窑洞，就钻进去躲避。蜘蛛结网，
很快把洞口网住了。追兵见蛛网密
结，料定无人，便继续向前追去，刘
秀又躲过了一劫。这个村庄便被封
为“护驾窑”。

刘秀继续逃，大喊一声：“天不
绝我！”刹那间大雾弥漫，挡住了追
兵，帮助刘秀脱离了险境。于是此
村得名“雾驾村”。

一天晚上，刘秀藏身坡地蒿草
丛中的兔洞内，美美地睡了一觉。
于是此地有了“宿驾窑”的名号。

民间传说多牵强附会，洛阳一
带有许多关于刘秀的传说，细琢磨
都有漏洞。皇帝日理万机，忙得要

死，哪有心思去一一琢磨他逃难路
过的地方？

常人在发迹后，多半会藏起过
往的落魄不堪，不愿被他人提及。
滴水之恩，不肯涌泉相报，倒也不
见得是没良心，或许是这人在刻意
规避，怕恩人触及他不肯面对的伤
痛回忆。

常人施了恩后，总盼着受助之
人能记得：吃水莫忘打井人，你可
千万莫忘了你的出身，莫忘了你的
经历！

地以人名，便是明证。此地的
人便额外多了一些荣耀和底气，仿
佛“人杰地灵”，连自己都一并涵盖
进去，跟着光荣起来了。

倘若刘秀被王莽打败，没当上
皇帝，断不会有这几个地名存在，您
说是吗？

“远去的村落”

就怕名人忘了本

【河洛典故】

曹丕与
“秉烛夜游”

□李焕有

丝路第一关
新安函谷关

函谷关是中国古代
重要的关隘之一，汉函谷
关遗址位于新安县城东
500米的东关村，始建于汉
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
年），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是古代丝绸之路
东起点的第一道门户。

关楼坐西向东，北接
陇海线，南连青龙山，西通
县城，东临涧水。关前有
天然屏障八陡山，古称八
特坂或八将山，是著名的
古战场遗址。

“野鬼” 摄

□记者 张丽娜 通讯员 张桂菊

（资料图片）

国庆长假出门旅行，参观了好几处名人故居。地以人名，使我
联想到老汉张裕民所讲的故事。

乡里人都会讲故事，老汉老太讲起来尤其绘声绘色。他们讲
故事，往往如村人煮饭一般随意却有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