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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候公主想着妻
王维几多伤心事

□王恺

【诗画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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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东杨屯村祠堂多、庙宇多。
闫、杨、毛三个宗族大户的祠堂，

供的是本家的祖先，祈求老祖宗保佑
后人平安。

祖先的力量稍显单薄。在动荡
不安的岁月里，人们又将希望寄托在
各路神仙身上，指望烧香拜佛能给这
个村子带来好运。

东杨屯村的庙五花八门，有供
奉观音菩萨的老母台，有祈求五畜
兴旺的牛王庙，还有一些说不清用
途的庙。

在这些庙中，数关爷庙规模最
大、人气最旺、香火最盛。据说此庙
兴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庙龄几乎等
同于村龄，东杨屯村村民对它最有感
情。每逢初一、十五，附近乡村就会有
很多人来赶会，唱小曲儿、卖小吃、耍

杂技……与那些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
一起，将庙内庙外挤得水泄不通。

后来，或许是被各式各样的失
望、不如意折腾怕了，村民们又建
了一座教堂，将西方的耶稣请了进
来——中西结合，且不管本土的牛
王、关帝爷是否高兴，多一路神仙保
佑总没有什么坏处。

诸神无言，人间自变。香烟缭绕
中，刀客跑了，日本鬼子滚蛋了，东杨
屯村旧貌换新颜，进入和平年代。

之后，东杨屯村村民开始诵读
“致富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
们养鱼、养鸡、养猪、养羊，他们开
油坊、染坊、醋坊、粉坊，他们烧砖、
造木器……一切能赚钱的活儿，他们
都放开手去干，于是他们有了钱。

有些人“饱暖思淫欲”，东杨屯村

村民则“饱暖思情趣”，他们组建了
“十万宫廷”乐队、海神社、狮子社、曲
剧团、金牡丹女子盘鼓队等社团，自
娱自乐，消遣农闲时光。

金牡丹女子盘鼓队是在东杨屯
村从地图上被抹去的时候诞生的。
2006年，村民们整体搬进了龙祥小
区。收拾好新家后，村民杨爱玲建议
大家敲锣打鼓庆祝一番，一呼百应，
次年，洛龙区便有了历史上第一支盘
鼓队。

如今，那些风光一时的祠堂、庙
宇，皆随东杨屯村一起被雨打风吹
去。单元房的冷清，消磨着昔日邻
里间串门儿的热情。若想重温热
闹的好时光，得趁着谁家办喜事，
去吃桌的时候，痛痛快快地喝上几
杯美酒。

“远去的村落”之东杨屯村（下）

求神不如求己
□记者 张丽娜

碧落风烟外，瑶台道路赊。
如何连帝苑，别自有仙家。
此地回鸾驾，缘溪转翠华。
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
——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

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节选）

王维的这首诗，是为出生在洛阳的
唐朝玉真公主所作的。

王维首次应试是在开元八年（720
年），结果落榜。这一年，他常出入宁王
府和歧王府，王爷对他相当好，“待之如
师友”。

为了求取功名，“妙年洁白，风姿郁
美”的王维怀抱琵琶，像个歌妓一样常为
玉真公主献艺。玉真公主听了王维演奏
的《郁轮袍》后，让宫婢将他带入室内，换
上华丽无比的锦绣衣衫，然后置办酒宴，
安排王维入宴，坐在上席。席间，众人谈
笑之际，公主觉得王维风流蕴藉，语言谐
戏，不禁一再瞩目。于是，王维第二年顺
顺当当地及第。

后来，王维被封为太乐丞（八品，为
皇室宫廷宴乐培养乐队伶人的官），虽说
品级不高，但方便进出皇家宫苑。可惜
他几个月后就因“伶人舞黄狮子”一案被
贬出京，远赴山东济州做了个看粮仓的
九品小官——司库参军。

依唐代律令，舞黄狮子节目是专门
为皇帝演的，一般人不得私自演出，否则
当以犯律处置。王维身为太乐丞，手下
的人可能在彩排时出现了这种情况，故
而获罪。这事毕竟算不上大罪，王维却
被贬到济州，这一去就是四年半时间，为
什么？答案很简单，就是王维不愿再到
床上伺候公主，他老家有老婆。玉真公
主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就找借口贬他到
穷乡僻壤“劳动改造”。

王维31岁那年，其妻去世了。有人
大胆猜测，十有八九是因王维被玉真公
主霸占而气死的。或许是王维心存愧
疚，或许是玉真公主不让他再娶，所以他
后半生一直未娶。此后，其仕途就如大
道通天，直到尚书右丞这样的官职。

不过，王维的心中一直很苦闷。“一
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他的
这两句诗反映了其内心的痛苦。正是因
为他有这件难以启齿的往事，所以他一
直在忏悔，在寻求解脱。

这是洛宁四大院之一——下峪镇后上庄村王家大院古建筑群中的敦伦堂。
王家大院建于明末清初，分东院、中院、西院及花园等，现有保存较好的房舍64间，多

处房舍仍有村民居住。
该大院建筑结构严谨，布局合理，体现了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敦伦堂是王家大

院的一部分，敦伦意为敦厚和睦、信守人伦。 王栾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