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声明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联系电话：0379-65233520

河 洛

2014年8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 /刘婷 校对 /王岚 组版/李娜

C01

▲

C02版故事 ▲

C05版连载▲

C03版段子

▲

C07版秀场 ▲

C08版寻味▲

C06版网事

【俗世奇人】

■投稿邮箱：
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6

【老庄探路】

仙果市街是洛阳富有诗意的
路名之一，看到它，我就会想到天
宫里的蟠桃宴——仙境中，一盘
盘仙果任神仙们取食……

仙果市街北起老城西大街，南
至敦志街，长不足 200 米，宽 5.5
米，柏油路面。这条街因为古时处
于明河南府署的外墙南，便被人们
称为旧府下坡，后来因靠近西大
街，贩卖各种时令水果的摊贩云集
于此，1927年被改名为鲜果市街，
新中国成立后则根据其谐音改为
仙果市街。

仙果市街不难找，沿着集市
街南行便是。诗意流淌在仙果市
街，在于每天的叫卖声阵阵，五彩
的食材和飘香的鲜果奏起锅碗瓢
盆交响曲；诗意流淌在仙果市街，
在于古老大院散发出的古香古色
的味道，何家大院、林家大院门前
的纱灯、举人旗杆，无不引起人们
的遐想。

如今的仙果市街还流淌着洛
阳水席的香味。洛阳水席，诞生于
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想吃水席，除了中高档饭店，
吃货们还会走进仙果市街。这里
的水席店，虽然庭院狭窄，却有着
地道水席的制作技巧，而且价格低
廉。我曾带领外地客人品尝过那
里的水席，客人吃得满头大汗，用
诗意的语言夸赞道：行云流水，水
水荡漾，真是老洛阳的味道！

如今，仙果市街上鲜果犹存，
地名犹存，如果你一时心血来潮，
一定会脱口吟咏：带上你的朋友，
带上你的姑娘，到仙果市街来品尝
水席吧！

诗意流淌仙果市街
□庄学 文/图

仙果市街上的老宅

竹林七贤聚首

阮籍的朋友不多，但在洛阳
有三个人和他很谈得来，他们是
嵇康、陈协和袁孝尼。

曹魏正始五年，阮籍听说河
内郡山阳县（今焦作市）有一个叫
嵇康的高人，便领着侄子阮咸、忘
年交王戎及在路上偶遇的酒友刘
伶三个人，从洛阳来到山阳，拜见
嵇康。

这时候，嵇康依旧赤裸着胸
膛，在自家门口打铁，向秀在旁边
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刚被罢官
的山涛听说阮籍来了，赶紧驾着
牛车来到嵇康家。清山秀水之
间，茂林修竹之下，他们或坐或
卧，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至此，
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聚
首了。

把嵇康请到洛阳

名士相见，主要看你有没有
能拿得出来的文章。嵇康与阮籍

初次见面，拿出来的是一篇《声无
哀乐论》。阮籍看后大为震惊，没
想到世上竟有这样的高人。

阮籍虽然在洛阳定居没几
年，但已大名鼎鼎。这个“名”包
括两方面：一是名门之后，阮籍的
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二是
才高八斗，阮籍在魏晋名士中是
有名的通才，在哲学、音律、诗词
创作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

在阮籍的邀请下，24岁的嵇
康离开山阳，第一次来到京城洛
阳。向秀也一路追来，在嵇康打
铁时为嵇康拉风箱。

名不见经传的陈协

曹魏建都洛阳后，开始兴建
水利工程——千金堨（è），都水
使者陈协主持修建。这个工程不
仅可以保证洛阳的生活用水，还
可起到抗洪、抗旱的作用。

陈协是阮籍的崇拜者，很想
结识阮籍。他知道阮籍善饮，就
几次给阮籍送酒。交往几次后，

阮籍发现这个水利官员的人品不
错。后来，司马昭要修九龙堰水
利工程，阮籍向朝廷举荐了陈
协。司马昭很给阮籍面子，当即
起用陈协。

竹林名士袁孝尼

袁孝尼是魏国郎中令袁涣之
子，小阮籍15岁，为人忠信公正。

竹林七贤在被定名之前，魏
晋名士的交游活动被称为竹林之
游。参加竹林之游的名士，并非
七人，最起码还有两人：一个是嵇
康最要好的朋友吕安，另一个是
阮籍的朋友袁孝尼。

阮籍晚年与袁孝尼过从甚
密，尤其是在嵇康被杀后，袁孝
尼成了阮籍在洛阳最交心的朋
友，以至于阮籍把袁孝尼的寓
所当成自己在洛阳三窟之外的
又一窟。朝廷那帮人让阮籍为
司马昭写劝进文，却到处找不
着阮籍，最后在袁孝尼家找到
了他。

竹林七贤的洛阳往事

阮籍的洛阳三友
□刘彦卿

【老街旧话】

算盘，现在已经基本不用
了。30年前，算盘却是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再往前说，会打
算盘，是老辈人对你的生计训练。

我七八岁的
时候，祖母和父
亲 让 我 学 打 算
盘，用的是民国
初年的教材。书

上 有 算 盘
口诀，三下
五除二、四

下 五 去 一 之 类
的。学会了这些
口诀，我就开始
打“三遍九”和

“九遍九”。这种训练很有趣，“三
遍九”需打三遍，见几加几；“九遍
九”需打九遍，每遍都要加上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算出来的结果
竟然相同，都是九八七六五四三
二一。“九遍九”打熟了，指法和速
度自然也就过了关，然后我开始
学乘除法。

长辈的用心，我长大后才体会
到。旧时城里穷人没有田地，也没
有钱财，要谋生，就要有薄技在身，
父亲就曾到老城三复街的一个小
毛巾厂做过学徒。“徒弟徒弟，三年
奴隶。”三年中，东家管吃住，但没
有薪水，除了学技术，父亲还要伺
候老板和老板娘，非常辛苦。

当时，毛巾、袜子、土布热销，
与洛阳的抗战形势有关。黄河以
北地区被日寇所占，敌我相持，洛
阳成了前线重地，工商业一时呈
繁荣之势。那种前店后厂的作坊
需要站柜台的人，而要站柜台，算
盘必须打得好。

这种生计训练，需要从小
练习。在长辈的督促下学打算
盘，我也有烦的时候，这时，父
亲总是用算盘给我打一遍“九
遍九”，他打得熟练，拇指、食
指、中指在算盘上飞，真是好
看。听祖母说，1950年，父亲在
市合作社联合社当会计，是出
了名的“好算盘”。

算盘和生计
□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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