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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河洛典故河洛典故】】 弦高犒师
牛贩子名留青史

□张献芳

弦高犒师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说
的是郑国商人弦高在大军压境时急中生
智巧退秦军的事儿。

公元前628年，郑文公去世，公子兰
继承君位。一心想要东扩的秦穆公，决定
利用郑国（今新郑一带）国丧的机会将其
消灭。

秦穆公召集文武大臣商量如何攻打郑
国，遭到老臣蹇叔和百里奚的反对。蹇叔
说：“要调动大军偷袭几百里之外的国家，
远行军会把我们弄得筋疲力尽，如果对方
知道我们的意图有了准备，我们凭什么取
胜呢？路途这么远，光行军就需三个月，怎
么能瞒得了对方呢？”

觊觎中原已久的秦穆公不听劝告，命
令大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带领大军偷
袭郑国。公元前627年二月，秦军主力浩
浩荡荡经过周国（洛阳）的北门，来到了滑
国(今偃师缑氏一带)境内。这时，郑国牛
贩子弦高恰好赶着一群牛到洛阳贩卖，也
到了滑国。得知秦军要去袭击自己的国
家，他一面派人急速回国报告情况，一面假

扮成郑国国君的特使，要求见秦国主将。
孟明视听说后大吃一惊，接见了弦高。

弦高说：“我是郑国国君派来的特使。我们
的国君听说三位将军要到郑国来，特派我送
上一份薄礼，以犒劳远道而来的贵军将士，
略表郑国国君的心意。”接着，他献上了4张
熟牛皮和12头肥牛。

孟明视想，我们本来打算在郑国毫无
防备的情况下袭击，现在郑国使臣竟来犒
劳军队，偷袭是不可能了。他故作镇定，
收下了弦高送来的礼物，对弦高说：“我们
并不是到贵国去的，感谢郑国国君送来的
礼物。”

弦高走后，孟明视和副将军西乞术、
白乙丙商量：“郑国有了准备，我们还是
回国吧。”于是，他们顺路灭掉滑国，回秦
国去了。

郑国因为弦高的大智大勇避免了一
场灾难，郑穆公以高官厚禄赏赐弦高，弦
高却婉言谢绝了赏赐，带着家人到洛阳
做生意去了。他的事迹却被载入史册，
2000多年来广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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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庭麟旧宅
武庭麟旧宅，位于老城区鼎新街

中段街南。武庭麟是国民党十五军中
将军长，曾任洛阳警备司令，抗战时期
参加过忻口会战、豫中会战和豫西鄂
北会战，1952年在洛阳被处决。

武庭麟购买原明清周南驿站花
园，建造了这个宅院。

该宅院的中院现改为东南隅办
事处。 （何乐）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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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乃至整个河洛地区那些积淀深厚、古韵犹存的老宅，会不会渐渐从我们的视
野中消失？河洛文化的血脉会不会因此不再丰盈？

请您拿起相机或手机，记录下老城那些残存的文化符号——老宅，展示它们沧桑
的容颜和动人的故事。

花相似，人不同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再探八小景”之东城桃李

听说牡丹开得正好，昨日黄
昏，我和朋友到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赏花。

月已初升，阔大清幽的园子里
暗香浮动，朦胧中可见大片大片的
牡丹，在如水月色中闪闪发光，美
丽出尘，如梦似幻，竟让人产生我
便是花、花便是我的奇妙感觉。

说来有意思，在洛阳八小景
中，有东城桃李、瀍壑朱樱等，却不
见牡丹；在洛阳八大景中，也不见
牡丹的芳名。洛阳牡丹甲天下，不
必“封”景，自是好风景。

东城桃李可没有牡丹这么大
的名气，它的一段风流史，或许只
有千年前的洛阳人最懂。

东城，是隋唐时期洛阳皇城的
一部分，据说当时朝廷有许多重要
机关设在东城。精英们办公的地
方，环境当然不会差，但城内壁垒
森严，即便姹紫嫣红开遍，老百姓
也无缘得见。

人们称道的桃李，其实在东城
以东的街市中，也就是如今老城的
南大街、北大街以东，唐寺门外、塔湾
以西。这一带是隋唐东都的东北
隅，原有北市、铜驼等二三十个平
民里坊。里坊里街道整齐，河渠纵
横，大街小巷杨柳依依、桃李缤纷，
风光明媚。

桃李若能言，先得感谢隋炀
帝。

隋炀帝好色，喜欢女人，喜欢
花柳。京都洛阳人在他的号召下
种芍药、荷花等，种得最多的是杨
柳和牡丹。

唐代人仍爱牡丹，却把对杨柳
的偏爱分了一半给桃李。柳絮除
了随风飘，没有他用，桃子和李子

可是能下肚的。
春日燕归来，且看东城内外，

桃花红，李花白，那真是人在景中
走，心在画中游。

一样的桃李，不同的人看了会
有不同的反应，有人赞“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有人叹“年年岁岁花相
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后者相传
乃唐代诗人刘希夷发的感慨。

刘希夷大概心情不好，别人看
花喜笑颜开，他看花却觉伤怀，还
写了一首《代悲白头翁》遣怀：“洛
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
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
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
年人不同……”

你看他这柔肠百转的小心
肝，比葬花的林黛玉还可怜。不
过刘希夷比曹雪芹早生了数个朝
代，如此可知林黛玉“东施效颦”，
向他学样儿。

林黛玉是悲剧下场，刘希夷也
是如此。据《唐语林》记载，刘希夷
的舅舅宋之问，嫉妒外甥诗写得精
妙，想侵占“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的版权，但刘希夷不
同意。宋之问很生气，就用装了土
的袋子把外甥活活压死了。

欣赏美，是一种能力；尊重美，
是一种修养。有人赏花，挥一挥衣
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有人赏花，却
要折花、偷花回家，这种人与宋之
问有何不同？

城东桃李芳菲尽，老城杨柳正青青

《河洛》版的热心读者，有机会
免费看电影啦！由市总工会主办、
市职工活动中心承办的免费电影
周周看活动继续进行。

本期影片：《澳门风云》。
领票时间：本周四、周五上午

8:30至12:00，下午2:00至5：30，携
带本人身份证至市工人俱乐部售
票处，每人可免费领电影票两张，
凭晚报《河洛》版可加领一张。

放映时间：4月12日上午9时。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

为止。

■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带上今天的《河洛》版去领票

一家三口可以免费观影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