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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街街名的来历
□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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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除了喜欢和谈得来的士
人谈玄论道、喝酒抚琴，还喜欢一
个人在山林间游玩。他登过的山
有三座被载入史册——苏门山、
广武山、首阳山。

苏门山探访高人

苏门山是太行山余脉，位于
豫北辉县西北郊。

阮籍刚到洛阳时，得知洛阳
建春门外隐居着一个高人——名
士孙登，便前往谒拜，可孙登避而
不见。《晋书》记载，孙登后又搬到
宜阳山居住，阮籍再次去拜访，这
次虽见到人了，孙登却默不作
声。再后来，孙登回到汲郡（今河
南卫辉）故里，隐居在苏门山，阮
籍又一路追随，来到苏门山。

阮籍在苏门山找到孙登，可
孙登仍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阮籍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
然开窍了，便一声长啸（一种歌吟
方式，称之为啸），没想到孙登回
了一啸。阮籍惊呆了，仰头聆听，

直到孙登的啸声结束。阮籍疾步
回家，写下了《大人先生传》。

广武山千年一叹

广武山位于荥阳市，有学者
考证它是洛阳北邙山的一部分。

广武山因刘邦和项羽决胜负
的“成皋之战”而闻名。阮籍登上
广武山山顶，看着当年的遗迹，想
起那些撼动天下的往事，一时感
慨万千，朝着空无一人的山谷喊
出了千古名言——“时无英雄，使
竖子成名”。喊完这句话，阮籍痛
哭了一场。

阮籍一直期盼有一位明君，
能让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才
华得以施展，但直到他离开这个
世界，时代都没有给他这样一个
机会。登广武山之后，阮籍豁然
开朗，他终于明白，在一群竖子
呼风唤雨的年代，自己是不可能
成为英雄的。既然无法成为英
雄，那就做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
人吧！

首阳山情之所系

与苏门山、广武山相比，阮籍
对首阳山格外看重。在阮籍登临
的大山中，数他到首阳山的次数
最多。当年伯夷、叔齐“采薇而
食”，饿死在首阳山，从而让首阳
山千古留名。

阮籍在洛阳生活的21年中，
多次登临首阳山。每登一次，他
总会留下一些感慨，如：“驱马舍
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
何况恋妻子。”“登高临四野，北望
青山阿……求仁自得仁，岂复叹
咨嗟。”“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
基。松柏郁深沉，鹂黄相与嬉。”
由此可见，阮籍对首阳山上那两
位采薇不食周粟者的崇拜。

尽管阮籍所处的时代，不
能对时事表示异议，但他通过
《咏怀诗》直抒胸臆，表露心迹，
浇心中之块垒。从这一点来
看，阮籍的洛阳情结就是首阳
山情结。

竹林七贤的洛阳往事

阮籍爱登三座山
□刘彦卿

同化街上老人乐

有人说，过去老城寺庙有三千。这
有些夸张，但是老城的寺庙的确不少，有
政府主建的，也有民间捐建的。府文庙、
城隍庙咱不说，老城同化街上过去就有
结义庙和同王庙。虽然城市街道在不断
发展和更新，但这两个曾经存在于同化
街上的寺庙体现了同化街的历史价值。

细看洛阳老城的老地图，同化街的
东段叫同王街，西段叫三义街，后来统称

“同花街”，按其谐音，现在被称为同化
街。同化街西接育才街，东连北大街，全
长四百余米。

同化街的两边多是林立的公寓
楼，很少有小门小户的自建房，这倒是

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同化街社区工作
人员也很无奈：熟知同化街历史的居
民不好找哩！

同化街上的结义庙，自然是取自历
史上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而据此街道取
名三义街也就有根有据了。东段的同
王街，则是因为街上以前有个同王庙而
得名。

在同化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日间
照料中心。日间照料中心是一栋红色楼
房，进到大厅，只见几个老人正在打乒乓
球，很是热闹。这个开业大半年的日间
照料中心，成为老年人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

□庄学

关于三复街街名来历的说法，
在近来出版的报刊中存在错误，笔
者觉得有必要加以澄清，以免以讹
传讹。

错误的说法，是说三复街街名
是由三府街衍变而来的，说在这条
街上曾有过三府衙门。三府衙门
是行使税课、照磨、教授职能的府
司。税课是征税，照磨是“纠弹百
官非违，刷磨诸司文案”，教授负责
府学的管理，这是明清两朝的官吏
制度。而洛阳的三府衙门在今老
城老集附近，现洛师一附小就建在
它的遗址上，有关文史资料显示，
1930年还有遗存。

对三府衙门望文生义的说法，
就更离谱了，说因河南府、同知府
等三府衙门设在这条街上，所以叫
三府街，后改名三复街。我们知
道，清代河南府衙一直设在明福王
府内，即现在青年宫一带。同知是
清代官名，是知府的副手，为了表
示尊敬，把同知称为同知府，而不
是府治衙门。再者，三复街北是周
南驿遗址，南面均为百年民居老
宅，几百米的老街上，实在看不出
衙门在此的痕迹。

那么，三复街街名来历的真
相呢？

它和成语“三复白圭”有关。这
要从孔子的弟子南容说起。南容读
《诗经·大雅·抑》时，用心体会：白玉
若有了污渍，可以磨掉，而人若有了
污点，就永远去不掉了，所以要慎独
其身。孔子见南容悟性高，就把侄
女嫁给了他。这就是《论语·先进》
中“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之”的来龙去脉。

三复街的来历，是有深厚文化
内涵的，与街东边的府文庙（府文
庙已升格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有关，与孔子的儒家学说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
代，就有人著文提出“（文庙）西门外
有一条三复街，有三复白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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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文庙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