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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拓片故事】

江湖闻人 洛阳安魂
□见习记者 余子愚 文/图

河 洛

【老庄探路】

民主街上看民生 □庄学 文/图

民主街的街名在老城的街道中
显得有些另类，仿佛在一群着民族传
统服装的人中，突然出现一个戴黑礼
帽、穿燕尾服、拄文明棍的西洋绅士，
很引人注目。

这条南北走向的街不长，但颇有
来头。在隋唐时期，这里曾是繁华的
里坊区，立德坊和清化坊就在此地，
有许多官邸。到了近代，因为县衙等

政府机关搬迁至此（迎恩巷），这里成
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此街
南低北高，当地老百姓俗称其为“县
衙下坡儿”。

这条街取名民主街，其实与布衣
将军冯玉祥有关。“民主”之类的文明
词在20世纪20年代很时髦，谁都能
信口说几句，好像一件包装华丽的礼
品盒，不管里面的东西实惠不实惠，

拎着它走在街上就显得很有面子。
当时的民主街周围，新贵扎堆儿，引
来了诸多名妓在此攀龙附凤，一时热
闹非凡。

星移斗转，民主街如今更有生活
气息了。它被中州东路分成了南北
两段，在北段的尽头是原洛阳县衙的
所在地民生制药厂。该厂走过了数
十年的风雨历程，现在仅存大门，里
面都成了公寓楼。民主街北端向左
右伸出了短短的触角，名为“民主东
街”“民主西街”。西边为现代建筑，
东边为老式民居。

民主街南段成了吃货爱光顾的小
吃一条街。这里饭铺汤馆林立，窄窄的
街上人群熙攘、车水马龙，十分热闹。

如今的民主街，到处可见“今日
惜别老宅，明天喜迁新房”之类的宣
传横幅，时不时还能看到搬家的车
辆。这里正处于拆迁改造的躁动
中，用“老城通”李健虎的话说，大
家既有对旧宅故居的恋恋不舍，对
搬迁的惴惴不安，也有对新生活的
憧憬。

喜欢唐诗的人，大多对白居易、
元稹、李贺、孟郊等诗人非常熟悉，可
是有这样一位诗人，他在世时与白、
元、李、孟四人都有交往，且有诗歌唱
和，却无诗作传世，只有一方墓志流
传下来。

这个人叫郑鲂，字嘉鱼，荥阳
人。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有《郑鲂
墓志》拓片和郑鲂夫人的墓志拓片
展示。

《郑鲂墓志》对郑鲂的定位是“江
湖闻人”，意为江湖上都知道他的名
字，用咱们洛阳话说，这个人很会混，
面子很展。

郑鲂夫人的墓志，对郑鲂有较为
详细的介绍：“公（指郑鲂，记者注）业
古诗，寒苦不易。诗人孟郊、李贺，为
酬唱侣。言进士者，巨人词客从之之
游。谚曰：‘不识郑嘉鱼，不名为进
士。’”意思是说，谁要是不认识郑鲂，
那就不要说自己是进士。

郑鲂生来就是“学霸”的命，他
“喜学”，还经常向亲友念叨：“吾士
家，能读书，为文保素业，老足矣。”
颇有几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
意味。

除了爱学习，郑鲂还喜欢园林
绿化，未取功名之前，他“居止荒园，
屋两间，晓暮经史”。脱离“公务员”
队伍后，他有了数亩地，“种竹果，凿
渠水，立堂室。宾舍园蔬，翦翦宜为
高人居也”，惹得大诗人元稹“闻其
闲，奏为观察判官，授监察御史，转
殿中”。

郑鲂与洛阳渊源很深，辞去公职
后，他就住在洛阳。担任侍御史之
后，他就留在东都洛阳，去世后被葬
在洛阳东南的万安山。

从《郑鲂墓志》拓片可以看出，郑
鲂是一个明白人，也是一个淡泊名利
之人，他一生中多次“粪土当年万户
侯”。在跟随唐代将领李光颜讨伐淮
西节度使吴元济的过程中，郑鲂见李
光颜犹豫怯战，竟“置手板，长揖释
去”。在被授予大理评事数月之后，
郑鲂就辞官退居洛阳。

郑鲂见证了李愬雪夜入蔡州的
辉煌战绩，也结识了白居易、元稹、刘
禹锡、孟郊等优秀诗人。虽然他的诗
歌曾得到元稹和白居易的赞赏，可是
大浪淘沙，在那么多优秀的唐诗面
前，郑鲂的诗歌被时间淘汰了，后人
只能在墓志中看到一个“诗人”的称
谓。文学艺术就是这样，经得起时间
考验的，才是真正的经典之作。

唐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年）
农历八月廿四日，郑鲂去世，享年58
岁，最终安魂洛阳。

（感谢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提供
支持）

从洛阳市区到白马寺的公路北侧，
有个村庄叫扁担赵。

相传五代时期，在洛阳东关的一条
小街上，卖火烧馍的铺子一个挨着一
个。那些卖火烧馍的大多见利忘义，打
的火烧馍缺斤少两，只有一家姓赵的为
人厚道，打的火烧馍秤满两足。这家铺
子的掌柜叫赵弘殷，人称赵老大，他与妻
子忙于生意，常把一对双胞胎男孩放在
铺前的两个筐子内玩耍。

一天，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来到这
里，悄悄地对赵老大说：“孩子好，生意
高，十四两秤大火烧。听到喊声往东跑，
十里之外再伸腰。”

老人说完就不见了。
一天清早，赵老大正在卖火烧馍，

忽听有人大声吆喝：“十四两秤大火
烧！”他猛然想起那个老人的话，急忙
和妻子收拾细软，用扁担挑起两个筐子
中的儿子，一路小跑往东去。他刚离开
这条街，只见一团大火腾空而起，转眼
间就把那些缺斤短两的火烧馍铺烧了
个精光。这条街从此便叫“火烧街”，简
称“火街”。

赵老大挑着两个儿子向东跑到十里
之外，才把筐子放下，手扶扁担暂作歇息。
这时，有个算卦先生路过这里，看见他手中
的扁担，犹如一条巨龙上下游动，闪闪发光，
上前一看，见扁担上写着一个赵字，便对赵
老大说：“看来你姓赵……你的儿子有帝
王之缘。请问你有几个儿子？”

赵老大指着筐内的两个儿子说：“这
是我的一对双胞胎儿子，他们出生时脊
背连在一起，后经郎中动刀才分开。忙
于生意，我还没顾得上为他俩起名呢！”

算卦先生说：“他俩坐在筐内，就取
这个筐字，兄叫筐胤，弟叫筐义。筐匡
同音，去掉竹字头也好。连脊同生，均
属龙体，早出生的早称帝，晚出生的晚
称帝……”

赵老大不等算卦先生说完，就急于
询问匡胤的称帝时间。算卦先生欲言又
止，见赵老大问得恳切，只好说：“天机不
可全泄，现有四句卦语相告：乘龙避火
烧，得名扁担赵……

后来，这两个儿子果然成了北宋的
皇帝。

赵匡胤当了皇帝后，便传旨将这里
命名为扁担赵。

【有名如此】

扁担赵
□河洛文化

《郑鲂墓志》拓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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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赵公交站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