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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入洛阳见“启明”
□庄学 文/图

【老庄探路】
【洛阳老话】

启明者，先太阳而出也。宋代洛阳城东有两座城门，
左翼（北）即为启明门。因启明门在今三井洞桥附近，故
附近道路以启明西路命名。

启明西路的东段有一个圆形花坛，名为东花坛，由此
向四周伸出的几条路便被命名为启明东路、启明北路、启
明南路。各地客人东来入城，必先见“启明”，足见其文化
传承之深，也可见当初城市道路命名者对此路的重视。

启明西路虽然曾经很有名，如今却有些沉寂，倒是东
花坛的名声比它更大。

东花坛是指启明东、西、南、北四路相交处的一个圆
形花坛。这个大花坛在当时的洛阳城首屈一指，因为它
在城的东边，人们称其为东花坛。

启明西路东起东花坛，西至瀍河上的三井洞桥。当
年中州东路和310国道开通前，启明西路是洛阳东大门
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当地至今仍有老年人称其为

“郑洛公路”。
以前的“郑洛公路”只有丈余宽，用渣石铺就，坑坑洼

洼的，晴天扬灰，雨天泥泞，如果走夜路，还要用手电照
明。据当地老年人讲，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红旗人民
公社在启明西路与夹马营路相交的位置，建起了一座横
跨“郑洛公路”的砖木结构牌坊，命名为“跃进门”。

如今，“跃进门”已不复存在，启明西路连同启明东
路、启明南路、启明北路都被扩宽、硬化、美化了，新建的
居民小区以及正骨医院、省农业经济学校、一拖叉车分厂
等大单位，使这一带更加繁华了。四条路交会处的东花
坛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以一根高杆标志代之，道路似乎也
通畅了许多。

启明西路以及东花坛一带终日喧嚣，进出城的车流
不断，这里也成了做生意的宝地，街道两旁店铺林立，
熙熙攘攘。历史上这里就是交通要道，新时代的铁路、
公路、高速路在附近张开了臂膀，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
客人。

寇北辰先生的文章《老城街头
听市声》和《叫卖声渐行渐远》写得
很有趣，但只反映了城市的一小部
分，还有不少走乡串村的买卖人和
叫卖声未能体现，这里补述一二。

织袜人——过去农村人自己在
家纺棉花、织粗布，自己做衣服，就
连鞋袜也是自己缝的。织洋袜子的
人则挑着担子，前面放一台手摇织
祙机，后面放一个木箱子，内有修理
工具和晚上盖的被子。织袜人走到
哪里吆喝到哪里，用洋袜子换钱或
粮食。

换油郎——梆、梆、梆，小贩一
手拿着木鱼，一手拿着一截小木棍，
用两头翘得高高的扁担，挑着两个
竹筐，筐里放着棉油或香油。换油
郎一进村，木鱼一敲，村民便拿着芝
麻或棉籽换各自需要的油。换油不
论斤，不过秤，用一个小铜葫芦量。

耍把戏的——咣、咣、咣，铜锣
一响、哨子一吹，村民都来看热闹，
围个大圈子。卖艺人喊：“咣咣咣一
敲锣，大人没有孩子多，大人多了耍
把戏，小孩多了光敲锣。”人多了，卖
艺的脱掉上衣，用刀棒往身上打，头
破砖或魔术，完毕向群众敬三个礼，
拿口袋收粮，说：“你敬我一尺，我敬
你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把你敬到树
梢上，掉下来我可不管。”

书官佬——年纪大了且没有经
济来源的人，用一根小木棒挑个小
木盒子，内装毛笔、铅笔、粉笔、橡
皮、白纸等，到学校趁课间或中午卖
一些，赚个块儿八角的补贴家用。

吹糖人——艺人拿一面小铜
锣边敲边说：“我的糖人真是甜，头
发红薯都能换。”他面前放一个小
铜锅，锅里有糖稀，可以吹成鸡、
狗、狐狸或黃鼠狼拉鸡、老鼠偷油
等形象。老百姓可用头发、红薯、
玉米芯换这些东西，中午可用一碗
饭换个小物件。

舀酱油、醋的——农民很少进
城赶集，平时吃酱油、醋都是在家门
口买或用粮食换。小贩挑着两只
桶，前桶酱油后桶醋。酱油、醋不论
斤、不过秤，论葫芦卖。

用盐换蛋的——过去农村人吃
盐多用鸡蛋换，一般很少进城赶集。
小贩挑两个竹笼子，里面放着盐，走
村串户吆喝：“鸡蛋——换盐啦！”

卖消食丸的——农村人有食
积、腹胀、吐酸水、便秘，很少去医
院，吃一点儿消食丸就好了。“新安
县消食丸，顶好的打食药，大人小
孩都管喝。买的买、捎的捎，三毛
钱能买上一大包。”这样的叫卖声，
现在还能听到呢！ 启明西路街景

乡村叫卖声
□解孟周

汉光武帝陵北临黄河，南望邙山,位于孟津县
白鹤镇铁谢村北。陵冢区有柏树1458棵,为我国
隋唐时期种植的，距今有1500年的历史。

汉陵翠柏，柏体杏质，质坚，集柔、香、色、美
为一体，俗称杏柏，在每年的阳春三月，柏林间紫
烟笼罩，形成了独特的汉陵晓烟奇观。门前编号
为 1596 和 1598 的两棵杏柏树龄 1500 年，像两个
忠于职守的卫兵默默护卫着陵园。门前挺立大
树这种现象，在其他景区也很少见。

郭弘 摄

【河图洛影】

河洛古树名木

■本栏目投稿邮箱：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7

散落在河洛大地上的古树名木、古街
道、老民宅、旧窑院、古亭台、古城堡等，无
不带着河洛文化的鲜明烙印，向我们讲述
着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敬请关注，欢迎
投稿或提供线索。

隋唐杏柏翠
汉陵晓烟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