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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街曾有图书馆
□庄学 文/图

【老庄探路】

【编读有缘】

龙马负图
出于图河

□孟留山

【老街旧话】

猪行逸事
□沙草

以“图书馆”命名的街道不多，
除了洛阳市老城区的图书馆街，瑞
典斯德哥尔摩也有一条图书馆街，
它是很精致的一条小街，建于中世
纪的皇家图书馆就坐落在此街
上。开封也有一条类似的书店街，
街上百分之八十的商店销售着与
书有关的商品，开封市新华书店就
坐落其中。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有着一
千五百多年的建都史，作为全
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有我
国最早的图书馆，即东周的守
藏室。另外，东汉时的东观、隋
唐时的观文殿里的藏书种类也
极为丰富。

1929 年，洛阳成立私立河洛
图书馆，1931 年，河洛图书馆成
为公立图书馆，也成为当时河南
省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书法家李
振九为馆长，在洛阳很有声望的
宿 儒 林 东 郊 受 邀 担 任 名 誉 馆
长。政府也由此命名这条街为
图书馆街。

1953 年，在河洛图书馆原址
上，洛阳成立了市人民图书馆。
1958年，市人民图书馆迁至西工区
凯旋路，更名为洛阳市图书馆，馆
名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科
院院长郭沫若题写。如今的洛阳
市图书馆是一座功能较全、现代化
程度较高的市级图书馆。

在百度上搜索“河图洛
书”，有“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
阳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
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的说
法。无独有偶，7月10日《洛阳
晚报》C03版在介绍阿城的《洛
书河图》中，也有“据传伏羲时
期，有龙马从孟津县境内的黄
河中浮出，背负河图”的语句。
笔者认为有误。

笔者认为，龙马负图出于
图河才谓确切。《易经·系辞》
里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
则之。”河出图，此处的河非黄
河，乃图河也。《奇门遁甲》里
称：“龙马负图出于孟河。”西
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龙马
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踏水
不没，圣人在位，龙马出于孟
河之中焉。”

孟河，乃图河故道上的一
个村庄。这里明确指出龙马
的发现地点在孟河。图河发
源于孟津县城东南 3 公里外
的邙山百乐原诸坟岭，全长
21.5 公里，是黄河的一个支
流。自古以来，就有“图河夏
涨”奇景，被列为孟津古八景
之一。孟津县学者李根柱认
为，孟河，实际上就是今天的
黄河支流之一——图河。龙
马负图寺建在图河河畔可作
为证明。

不但如此，有关龙马负图
的许多故事都与负图的出处有
关，如：龙马从孟河浮出始有孟
河村，拴龙马的地方叫马庄村
等。图河沿岸村庄的名字也很
有来头，凤台村、卦沟村、负图
村、上河图村、下河图村、马庄
村、孟河村、雷河村、陈河村、
卫河村、东梁河村、西梁河村、
郑河村等，其中村名里有“河”
字的大多与图河有关联。

以此可以看出，龙马负图
出于图河而绝非黄河。如果
龙马负图出于黄河，依据在哪
儿？龙马负图的故事是在图
河沿线发生的，何况有大量的
文献记载，所以，河图出于黄
河的说法，是一种误导，以讹
传讹，混淆视听。

人的一生是离不开技艺的，它是
你谋生的手段，也是你走向辉煌的基
础。技艺偏爱勤奋者，所谓熟能生
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无论干
啥，只要用心，就能干好。老街老辈人
把肯用心叫有心劲儿。你想，心上有
劲儿，肯定不一般。

民国时，老街上有个同义猪行，行
里有个管业务的掌柜，小名牛老九，宜
阳丰李人，身材魁梧。他收猪有经验，
卖猪人头天把几十头猪赶到猪行的大
院子里，关进猪圈。每天夜里，他都要
到猪圈走一趟，凭猪打呼噜的声音，找
出“米心猪”来。“米心猪”指的是感染

了绦虫病的猪，人若误食，是要得大病
的。那时没有科学检测手段，长年积
累的经验就显得十分宝贵了。

这牛掌柜还有一绝招，用手掂一
下猪尾（yǐ）巴，就知道这头猪的斤
数。你把猪赶来卖，他一看，这头猪
毛重多少，能出多少净肉，他是一口
清。刚开始，行里行外，也有人不服
气。不服，行里有大秤，找俩伙计把
猪捆结实，抬起来称就是了，那斤数
差不了多少。

同义猪行，是当时老城最大的猪
行，另一名掌柜叫叶同卿，是洛阳猪
行同业公会的会长。我查了一下有

关志书，1933年至1937年，老城有三
家猪行，到了1948年，老城有了六家
猪行。同义猪行（后来改叫协丰猪
行）规模不小，生猪主要来自伊川、嵩
县、宜阳、汝阳，是被一群群赶过来
的。猪行不屠宰，买猪的人要多少，
说好价钱赶走就是，猪行只收佣金。
市面上零售猪肉，由各小摊贩负责屠
宰，先款后猪，也可以赊欠，第二天卖
完肉再来清账。

由于牛掌柜经验多，与叶掌柜合
作得不赖，猪行的生意一直不错。
他也在猪行的大院子里盖了房，安
家落户。

在一个酷热的上午，我行走在
狭窄的图书馆街上，四周的很多商
铺还未开门。图书馆街不宽，属于
支干道，清末的兵器库就坐落在此
街上，号称北大营。它最初由三条
街组成：图书馆东街、图书馆西街和
东西向的图书馆街。现在，图书馆
东街改名为右安街。原来南北走
向、只有一百多米长的图书馆西街
向北延伸到了唐宫东路，南起中州
东路，与东西向的图书馆街一起被
统称为图书馆街。

查阅史料，因为“1·28”淞沪事
变，1932 年年初国民政府迁洛。
1932年第9卷第7期《国闻周报》刊
登的新闻说：“党部及国府设河洛图
书馆，国府内各处在前院，党部在后
院。”据说河洛图书馆工作人员搬迁
到文庙办公。

现今，图书馆街已是徒有虚名，
北侧被改造成多个小区，南侧则是
商业门面。我边走边想，如果在此
建一个图书馆，或者建一个图书市
场，使之名副其实，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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