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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01

▲

C02版随笔 ▲

C05版连载▲

C03版写手

▲

C07版漫画 ▲

C08版玩吧▲

C06版网事

河 洛

墓志里的“隋唐演义”
那个那个

【老洛阳话】

□见习记者 余子愚 文/图

□庄小艳

趣说洛阳话

清初文学家褚人获著有长篇白话历史演义小说
《隋唐演义》，共20卷100回70余万字，是一部具有
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双重性质的小说。它以隋朝末
年农民起义为故事背景，讲述了隋朝覆灭与大唐建
立的历史。

捷佳古玩城三楼的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收藏有
一张《史公墓志》拓片，不足700字的墓志内容，记载
了隋末唐初的风云变幻，堪称微缩版的“隋唐演义”。

墓主史善应，字智远，是洛阳老乡。据《史公墓
志》记载，史善应的父亲为突厥王子，在隋开皇年间
由突厥入朝，后留在隋朝做官。

幼年的史善应“天性忠孝，才兼文武”。公元
601年，史善应成为隋文帝的“警卫兵”。大业五年

（公元609年），隋炀帝征辽东，史善应“频从”。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了南粮北运和加强对东

南地区的控制，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命宇文恺
负责营建洛阳，每月役丁200万人，又令尚书右丞皇
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同
时，隋炀帝带后宫、诸王、卫队等大批人沿运河巡视
南方，沿途花费许多资金，征调许多人民。史善应作
为随从一路同行。

开凿运河对劳动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隋炀帝
强征几百万名民工修筑运河，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使
成千上万名民工惨死在运河工地上。得不到民众的
支持，隋炀帝的命运如《史公墓志》所记载：“宇文化
及弑逆。”

隋炀帝过度使用国力与三征高句丽的失败，使
得各地民变不止。李渊见天下大乱，隋朝的灭亡不
可扭转，便生取而代之的念头。公元617年，李渊在
太原起兵造反。公元618年，宇文化及等人发动兵
变，弑隋炀帝。借此机会，李渊于同年5月迫使隋恭
帝禅位，建立唐朝，即唐高祖。

不久，识时务的史善应归顺李渊。武德三年（公
元621年），史善应随秦王李世民一起讨平窦建德的
东夏王朝。

隋末唐初是群雄逐鹿的时代，作为突厥贵族后
裔的史善应，生逢乱世，亲历隋文帝、隋炀帝、隋恭
帝、唐高祖、唐太宗等两朝五位皇帝，见识宇文化及、
窦建德等“隋唐演义”豪雄，一生见闻可谓丰富。可
是古人在其墓志中惜墨如金，与褚人获70余万字的
《隋唐演义》相比，可谓化繁为简。

《史公墓志》还见证了突厥王朝在隋唐时期的变
迁，留待下文分解。

（感谢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提供支持）

【墓志拓片故事】

《史公墓志》拓片局部

“前头有个竹那个，后边有个木那个，前头一那
个，后边一那个，那个那个都那个了。”

这是咱洛阳一个老农向别人介绍当地一种收麦
用具时说的话，外行听了肯定会一头雾水，可洛阳人
都知道他说的“那个”指的是啥。

洛阳人说话时“那个”的使用率非常高。比如儿
子对父亲说：“赶明儿我去买个那个，以后就不再用
那个了。”不需要把所买物件的专用名词说出来，一家
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啥，并且两个“那个”意思不同，前
者是指他要买的东西，后者是指将要被替换的东西。

再比如媳妇说：“我这缝纫机有点儿那个，后半
儿叫那个过来修修。”前面的“那个”是指缝纫机的毛
病，后面的“那个”是指家里人都熟悉的那个修缝纫
机的人。

“那个”在洛阳老话里使用广泛，洛阳人一般不
会问说话人所指的“那个”是啥意思的，若问了就会
遭到抢白：“才那个了几天，你就变成那个了。”这时
的第一个“那个”是指此人离开乡土，第二个“那个”
是指此人忘了本。

一位老婆婆说：“你以后不要再理那个了，他那
人可那个。”这话里的第一个“那个”是指一个人，第
二个“那个”是说这个人很不地道。

一次，有个老乡在QQ说说里无病呻吟发感慨，
大家用洛阳话跟帖：“你木事发啥神经哩，叫人看着
可那个。”“木那你是烧啥哩，怕人不知道你那个了不
是？”“不那个吧，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如果谁认为这
些跟帖太刻薄的话，那就错了，这几个人跟楼主的关
系好着哩！就是因为如此，大家才如此步调一致地

“那个”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