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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吆喝”这个词不独洛阳人说，在许多地方话
中也有，但洛阳人把这个词用到了极致，而且用得
很有范儿。

“吆喝”一词起源于中原，是个很古老的词，早
在《儒林外史》中就有：“忽听得门外一声响亮，有
几十人声一齐吆喝起来……”这里的“吆喝”是大
声喊叫之意，跟我们今天的用法是一样的。

除了大声喊叫，“吆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叫
卖。老北京胡同里常有小商小贩，每种买卖都有
自己的叫卖声，相声《卖布头》里就有模仿。据说
在20世纪20年代，住在北京的英国诗人奥斯伯
特·斯提维尔曾对此迷恋不已，写过一篇《北京的
声与色》，把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用以招徕顾客而
发出的种种音响形容成街头管弦乐。当代作家萧
乾还以此写了一篇文章——《吆喝》。可见“吆喝”
得好了，简直就是天籁，有着动人的力量。

咱洛阳人说起“吆喝”，就没有那么美好了，多
为贬义，比如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喊叫，比如大声
呵斥、驱赶别人等。洛阳人骨子里带着天子脚下
臣民的自大，在言语中更是表现为不屑、嘲讽的口
气。说到“吆喝”，别的地方用起来都很寻常，“卖
啥吆喝啥”“货好还得会吆喝”“你吆喝谁呢”，但在
洛阳就不同了，在大街上最常听到的就是“你吆喝
啥吆喝”，这种重复的说法，虽不符合语法要求，但
能代表洛阳人的说话特色，比如“你说啥说”“你能
啥能”“你烧啥烧”，这是一种指责，更是一种居高
临下的不屑。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拓跋贵族多改为汉姓，
并与汉人通婚，所以洛阳人的性格中也带有胡
人的特点，脾气大，说话时嗓门儿更是大得像吆
喝，但这都不能掩盖咱洛阳人热情好客、侠义豪
爽的特点。

跟洛阳人打交道，你不能命令，更不能吆喝。
你若待他像朋友，他就会舍命帮你；你若乱吆喝，
他就会不理你，甚至跟你急。

趣说洛阳话

“你吆喝啥吆喝”
□姚智清

【老洛阳话】

汉乐府诗的生动清新，常使人
拍案叫绝。有一首《江南》这样写道：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
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此诗朴素直白，却很美，读罢
好似吃了新鲜莲藕，齿颊留香。

这几日阴雨连绵，我躲在屋里
闲翻旧书，忽然觉得，把此诗中的

“江南”换成“洛南”，用以形容伊沼
荷香，也是行得通的。

荷花，又名莲花，乃睡莲科水
生植物。民间常以莲花特指睡

莲。其实，莲花涵盖的范围很宽
泛，荷花、睡莲都属于莲花。

荷花夏天才开。现在是春天，
伊河两岸只见麦苗青青。不过即
便盛夏来临，洛阳人也不会去伊河
边看荷花。大伙儿会去孟津县会
盟镇——那儿有荷花节，碧叶红
花，一眼望不到边；嫌孟津远的，则
去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园子里的荷
花池也很不错。

不去伊河，只因现在伊河边
少见种荷花的了。偶有农户在泥
塘里栽荷花，也是星星点点，不成
气候，哪比得上唐宋时候啊！伊
沼荷香，只在那段历史岁月里才
不负盛名。

古书里说，唐宋时期的伊河
两岸，散布着许多天然池塘。因
塘泥淤积、土壤肥沃，岸边农户便
在池塘里广植荷花，一可赏花，二
可采藕。

桃花谢了，牡丹睡了，荷花就
开了。夏风徐徐，碧波荡漾，荡起
缕缕荷香，香得过往行人挪不动步
子。有诗为证：“龙门开，伊水来，
蜿蜒池沼藕遍栽。碧荷红莲飘清
香，暑意顿消醉开怀。”

风光甚好，当筑室河畔，仔细
欣赏。有这想法的人不止一个，光
是在唐朝，先后就有两个宰相把别

墅建在了伊河边：一个是裴度，建
了个绿野堂；一个是李德裕，造了
个平泉庄。

宰相的别墅，档次自然高。相
传绿野堂、平泉庄清雅富丽，亭台
楼阁、奇花异草相映生辉，犹如人间
天堂。当时，白居易也住在洛阳，爱
慕宰相家的好风光，三天两头去做
客。他今儿去绿野堂赏花，明儿去
平泉庄喝酒，喝到兴起，大赞“绿野
堂开占物华”，又忆起自己“狂歌箕
踞酒樽前……一年四度到平泉”，
仿佛宰相府是他家一般。

若可以穿越时空，我也想和白
居易一道逍遥逍遥，品品美酒，赏
赏荷花。如逢雨天，也不碍事，尽
可披衣坐在亭子里，“留得残荷听
雨声”；饿了，便拿用荷叶裹的粽子
或糯米莲藕当点心。

繁华难驻，人事如烟。绿野堂、
平泉庄抵不过风雨变迁，后来相继
被毁。到了南宋，词人辛弃疾只能
怀着遗憾感叹：“绿野风烟，平泉草
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
了，为先生寿。”

辛弃疾生逢乱世，忧国忧民，
喝酒赏花也要“待他年，整顿乾坤
事了”。而今和平盛世，咱不用等
了，不拘伊河还是孟津，有花堪赏
只管赏，人生得意请尽欢吧。

人生得意请尽欢
□记者 张丽娜

“再探八小景”之伊沼荷香
【娜说河洛】

伊沼荷香意境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