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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挑重担 都是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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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审言：
狂傲谄媚惹祸端

“远去的村落”之矬李村（上）

汤王“显灵”处 清泉千古流

矬（ｃｕó）李村位于洛河以南，
龙门山以北，原来归洛龙区古城乡管
辖。数年前，全村几千口人整体搬迁
到龙和小区，旧址被河南科技大学等
单位征用。

矬，短小的意思。我们若说某
人矬，便是嫌这人长得很不起眼，甚
至带点儿轻蔑的意思。一个村子以
矬字命名，是何道理？地偏？人
穷？村小？都不是。

矬李村的存在，可追溯到北魏
时期。据洛阳县志记载，公元493
年，孝文帝欲迁都洛阳，带侍从来洛

“考察”。他信马由缰，与众人走散，
日暮迷路，只得在一片矮树林里栖
息，吃李子充饥。后来侍从们找到
他，孝文帝感叹：“救我者，矬李也。”
就是说，多亏这片矮小的李树林，我
才得以活命啊！

以传说解释村名的由来，大概
说得通。以前有李姓人聚集此地，
村内李姓人居多，也是缘由。

但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呢？
据《消失的村庄》记载，过去，矬

李村村民为维持生计，常用扁担挑
着货物走街串巷，做些小买卖。老
辈人管这叫“扁担行”。

他们的挑子花样多：有杂货挑
子，挑的是针头线脑儿、染布颜料、
香烛纸箔等日用杂货；有盐挑子，
货郎们进城买些散盐，四处游乡，
换些鸡或鸡蛋，再进城卖，赚个差
价；有面挑子，他们将打下来的麦
子磨成面，粗面自己吃，细面担到
洛阳南关市场上卖，得了钱再去买
麦，然后磨面、粜面，周而复始；还
有印花布挑子、菜挑子等。

印花布挑子是卖染布的，布换

成钱，轻省。菜挑子货郎最辛苦，他
们挑着蔬菜，到洛阳郊县缺菜的村
落兜售。顾客没钱买菜，就用红薯
等物换。货郎回程一路叫卖，红薯卖
出去了赚点儿小钱，卖不出去就自己
吃。他们每天往返几十里地，去时
一挑子菜，沉甸甸的；回时一挑子
红薯，仍是沉甸甸的。冬天脚冻得
裂着口子，夏天脚肿得穿不上鞋，
吃苦受罪自不必说，长年累月担着
这样的重负，背压弯了，人就变矬了。

矬，不能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
或许它也是对生活的一种自嘲——

岁月这般艰辛，苦难这般多重，
然而人不畏惧，自食其力，好歹总要
找条路子活下去。别管挑担的姿态
如何，别嫌挑担的模样俊不俊，能
挑起生活重担的都是有责任感的
人，无论身量长短，都是好汉！

□记者 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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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杜审言《渡湘江》

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新唐书》
说：“审言生子闲，闲生甫。”他早年做洛
阳丞，后被贬到吉州做司户参军，又因
事被免官，回到洛阳，死后被葬在偃师
首阳山下。

他和宋之问、沈佺期私交很好，算
是一个团体，都喜欢巴结上层官员。他
曾因为依附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张易
之，在唐中宗复位后被流放到外地。他
在被流放途中，写下了这首《渡湘江》。

我们随意举一些他写洛阳的五言
律诗，如“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

“舆驾还京邑，朋游满帝畿”“使出凤
凰池，京师阳春晚”“故乡逾万里，客
思倍从来”“洛阳钟鼓至，车马系迟
回”……便可看到诗中洋溢着浓浓的
洛阳情结，说明他十分热爱生他养他
的故土。

可惜，这个老乡却是狂傲、谄媚之
人。他刚考中进士时，便依仗自己有才
学很狂傲，因而为当时的人所忌恨。在
苏味道任吏部侍郎时，杜审言参加铨选
考试，答完卷子便对人讲：“苏味道必
死！”人们问他原因，他说：“等他看见我
的卷子，便会当即羞愧而死。”他还对人
说：“我的文章可以跟屈原、宋玉相比，
却只做了个衙官；我的书法可以跟王羲
之相比，甚至在他之上。”他竟如此狂
傲，因而被贬为吉州司户。

后来，司马周季重和员外司户郭若
讷一起，捏造杜审言的罪状使他下狱。
季重在一次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杜审
言的儿子杜并当时才十三岁，怀揣尖刀
去行刺，季重被刺中而死，杜并也被季
重的左右杀死了。

在“文章四友”中，杜审言的官职最
低，加上两度被贬，甚至险遭不测，他常
有怀才不遇之感，正因为这样，在四人
中，其文学成就最高。

杜审言写得最多的还是五言律诗，
他的五言律诗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
平。清代王夫之说：“初唐诗至必简整
矣，畅矣！”必简是杜审言的字，这句话
是说初唐到了杜审言时，诗变得工整、
精密、流畅了，明确指出了杜审言在初
唐诗坛上的杰出贡献。

汤泉村位于偃师市区东北约3公
里的山化镇，北依邙山，南望伊洛河。
据说汤泉村以前叫汤王庙沟，后来叫
汤泉，都与商王朝的建立者商汤有关。

相传，商汤推翻了夏王朝后，在
西亳（今偃师）建立了商王朝。商汤
殁后，被葬在夏都东北的邙山上（今
山化镇蔺瑶村附近），汤王陵墓建有
汤王庙。

后来山洪暴发，汤王庙被洪水冲

毁，庙宇上的檩条、椽子顺坡而下，被
冲到今汤泉村后沟处，在湍流中盘旋
不去。村民见状，认为“汤王显灵，选
中此地”，大水退后，便在这里重新建
起了汤王庙。在竣工时，庙侧有清泉
流出。据传，每遇天旱，人们便到汤
王庙祈雨，有求必应。汤王庙便被

“汤泉”代替，村名也成了汤泉村。
汤泉村南寨门据说是1945年重

修的，原寨门十分高大，后因雨水裹

挟泥石长年累月抬高了寨门地基，使
现在的寨门显得低了。前几年，村里
对寨门进行了修整，使其焕然一新。

郭庆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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