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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探路】

【河洛风俗】

叫亲人就是在婚庆典礼上，
新娘和长辈们逐一相认并当众称
呼长辈的一种风俗。

在婚庆仪式结束后宴席开
始前，司仪会请新郎的长辈上
前和新娘面对面认识一下。长
辈们出场的顺序是有讲究的，
应该从关系近的到关系远的，
从辈分高的到辈分低的，并且
都是夫妻二人同时上台和新娘
面对面。当然，新郎的干爹、干
妈以及其他关系好的朋友也可
以请上台。

此时，通过司仪介绍，新娘
和大家一一认识后，甜甜地喊长
辈一声，长辈笑着应答，主动拿
出备好的红包交给新娘。此时，
伴娘会代新娘先行收下红包并
致谢意。

红包内的礼金多少，由关系
的远近决定，过去包10元就行
了，现在即使关系远的也少不了
100元。有意思的是，在洛阳有
逗新郎姐夫、姑父等老女婿的习
俗，司仪有时也会趁机逗一下，让
他们掏两次红包。有的人一时准
备不足，便当场出丑，宾客们哈哈
大笑，让其显得十分尴尬。这些
仪式之后，便开宴吃酒席了。

叫亲人一方面反映了在旧
的婚姻制度下，女方直到结婚
当天才认识男方的亲戚甚至自
己丈夫的客观情况，也反映出
旧婚姻制度的盲目性；另一方
面，在一对新人刚刚组成新家
庭之际，大家纷纷添财祝福，也
为他们今后的生活奠定了最初
的物质基础。这种风俗如今仍
在洛阳流行。

在洛阳涧西谷水向西有条小河叫
王祥河，是“二十四孝”中王祥“卧冰求
鲤”故事的发生地。

王祥河长不足3公里，是涧河的
小支流，河虽小，但其原来的名字很
大——庐江。后来，小河因为王祥
的的孝义之举而声名远扬。

传说王祥的后娘对他很不好，
但他是个好孩子，得知后娘有病
想吃鱼，便在冰天雪地里去庐江
捕鱼。河水结冰无法捕鱼，王祥
便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慢慢融化
了，从冰窟窿里跃出两条鲤鱼。后娘
吃了王祥带回去的鲤鱼后，果然
病愈。

王祥的孝行感天动地，自然也感
动了后娘，乡邻争相传颂。此事传到
了洛阳城里，官府便将王祥作为道德
模范广为宣传，王祥渐渐成为我国历
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孝”之一。

王祥后来做过官，由温县县令官
至太尉、太保等，想必也与他“卧冰求
鲤”有关。孝而优则仕也成为一条出
人头地的道路。

王祥成为名人后，这条河被人们
称为孝水、王祥河，西边不远的地方有
个村子名为孝水村。涧河畔的老井村
也有王氏后裔立的王氏祠堂，祠堂里
有一通碑，阳面刻有“晋太保孝王祥之
碑”几个大字，阴面有古诗一首：“为母
卧冰稀世有，龙天遗鲤感精诚。寄言
天下为人子，永继王祥万古名。”

传说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在
的王祥河只是一条大水沟且发出异
味，无从想象当年冰封河面的情景。
河的一边是王湾村，那里道路纵横，小
楼林立。王祥河东边热闹的建筑工地
上塔吊高耸，机器轰鸣。人们对这样
的景象或喜悦或惆怅。

王祥河东边不远处就是洛阳的
西大门，车水马龙的 310 国道越过
王祥河上10余米长的小桥，仿佛跨
越了世世代代。这里已与城区连接
起来。

王祥河将见证洛阳西大门的飞跃
发展，见证阡陌村野城市化的过程。
不过，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将这里辟为
主题文化公园，使洛阳市民多一个休
闲娱乐、了解历史文化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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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老话】

和巷消夏图
王祥河：
“卧冰求鲤”发生地老洛阳人有个习惯，入夏，

男性都爱宽衣赤膊、赤脚，斯文
些的穿一件汗褂。这汗褂只有
前后两片布，没领没袖，腋下用
两根布条连接，穿在身上松松
垮垮，护住前后心，非常轻便，
上了年纪的人穿着更舒服。儿
孙满堂的老妪，什么也不在乎
了，可以赤膊坐在上房屋的圈椅
上乘凉。

孩子们被禁止去“水孟坑”
（在文峰塔后面）和洛河滩嬉水
洗澡。大人常告诫孩子，“水孟
坑”是死水坑，每年夏天都有一
两个儿童在那里溺水。洛河滩
也不准去，大人若怀疑你偷着去
那里洗澡，就用指甲在你腿上划
一下，如有一条白色印迹，就知
道你说了瞎话，轻则训斥，重则
打板子。

那么，那时的孩子都玩些啥
呢？玩捉迷藏、星星过月儿、包
剪石头锤、打鼻子眼、唱儿歌
等。有一首儿歌这样唱道：“六
月天气小孩面，话没说完天就
变，咔嚓咔嚓两声雷，屋檐滴水
一条线。”描写很生动。

孩子们玩累了，回屋满身臭
汗，倒头便睡。他们的妈妈将他
们提溜起来，在屁股上打几下，
放到水盆中擦个澡，不停地数落
着，打发他们进入梦乡。

也有学武术的。富裕人家
总希望孩子成才，除了读书念文
章，还要健身练武。当时，东关
塔湾村有一位“圣行心意六合
拳”的掌门人马梦洛，武艺甚是
了得，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饮
誉河洛，跟他学艺的后生很多。

和巷某家曾延请马老来家
里设馆。开学之初，马老来过几
趟，讲些基础知识，然后让弟子
学基本功，走单把、双把、四把等
套路。至于器械学习，那还早着
呢！隔一段时间，马老会带几个
得意弟子来表演一番，这天晚上
就特别热闹，巷子里的人知道当
晚有绝技表演，便不邀自到，一
来乘凉，二来看热闹。

独人表演时，行如风，定似
钉，轻如燕，落地无声；对打，最
见功力，但见瞻之在前，忽焉在
后，左转右旋，腾挪扭让，疾快如
风，正当大家眼花缭乱无暇顾及
时，只听表演者大吼一声，戛然
而止。当其时也，大家心潮澎
湃，不能自禁，乐以忘暑矣！ 贺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