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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走街串巷”之宇文凯街

谁是宇文凯
□记者 张丽娜

后唐明宗徽陵

花开堪折直须折
莫待无花空“圪蔫”

□姚智清

本周公益电影为《奔跑吧兄弟》，周四、
周五凭本人身份证可领电影票两张，凭工
会会员证和《河洛》版可加领一张。

领票时间：8：30至12：00
14：30至18：00

领票地点：市工人俱乐部售票处
放映时间：4月18日15：30

在孟津县送庄镇送庄村东南500米处，有一
座覆斗形大冢，高12米，据孟津县志记载为后唐
明宗李嗣源陵。

后唐明宗李嗣源，公元926年至公元933年

在位，是五代时期少有的开明皇帝。他在位时
间稍长，因此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百姓休养生
息，对历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献芳 摄

河洛览胜

据研究，在山西方言里，用“圪”做前缀
的词有很多。洛阳话也是如此，比如“圪角
儿（角落）”“圪夹（夹着）”“圪蹴（蹲）”“圪思
（犹豫）”等，这足以证明洛阳话与山西话有
着深厚的渊源。

“圪”在构词中是前缀，不承担词义，重
要的是后一个字，比如“圪蔫”一词的词义
主要在“蔫”上，指植物因失去水分而萎
缩。只是洛阳话中的“蔫”字，要读成yān
（嫣）才行。

“圪蔫”就是萎缩了，不新鲜了，就像一
个人过了光鲜、亮丽的时刻，慢慢地年老色
衰，满脸皱纹。人没了精气神儿，洛阳话也
叫“圪蔫”，还可以说成“圪蔫蔫”。

我曾在天津劝业场这样繁华的大街
上，见过穿着睡衣、趿拉着鞋在街上招摇
的中年女人，她们早早地就没有了女性的
妩媚，宁愿这样随意地生活，让美丽过早
地萎谢；我还在20世纪末的上海街头，看
见过就算买菜也要打扮得一丝不苟的上
海老太太；还有微信里那些就算老了也要
优雅生活的法国老奶奶。两种态度，两种
人生，过早放弃，过早“圪蔫”是一种糟糕
的人生；尽情绽放，努力让生命美丽则是
精彩的人生。

有朋友说，最不忍看牡丹凋谢，前一
天牡丹还娇艳欲滴，第二天竟花瓣枯萎，
快得让人不能接受，一如一个水灵灵的
女孩子一夜之间成了老妇，完全忽略了
过程。

于是想起那个叫杜秋娘的女子曾发
出的感叹：“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
空折枝。”一首《金缕衣》是流传千古的一
声叹息。韶华易逝、青春难再是每个人
都有的感叹，所以我们才会努力地去汲
取营养，去修炼，去提升，好让我们还能
用精致的衣着、知性的心灵、阳光的心
态，去享受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去对抗必
来的枯萎。

逛洛阳，先要认路。洛阳的大街小巷，浓缩着城市历史。了解
一条路的前世今生，就跟路熟了；跟路熟了，你就不会迷路了。

自今日起，记者陪您“轧马路”，说着路名逛洛城。一起走吧——
——编者

宇文凯街应为宇文恺街

顺着开元大道往西走，过了河南科技大学门口，
过了瀛洲路口，再往前走一点儿，就是宇文凯街。

这条街一头朝北，一头朝南，纵贯滨河路、开元
大道、关林路，绿柳夹道，平坦洁净。或许由于位置
偏僻，即便在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街上也不见几个
人影。有意思的是，但凡有人打此路过，都会盯着路
牌发问：“这个宇文凯是谁呀？”

熟悉历史的人也蒙了：隋朝有一个建筑家名叫
宇文恺，这个“宇文凯”跟他是同一个人吗？

首先可以肯定，“宇文凯”说的就是“宇文恺”，这
条宇文凯街应为宇文恺街。

据我了解，当年，洛阳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邀
请叶鹏先生、董高生先生等专家学者，为新区道路
命名。专家们认为，宇文恺在洛阳历史上颇有分
量，应有一条街道以此人的名字命名，但后来不知
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条街道一不留神成了宇
文凯街。

没他，就没隋唐洛阳城

人名被弄错，似乎可以理解，至少，在洛阳人的
印象里，宇文恺的名号远不及隋炀帝杨广来得响
亮。事实上，宇文恺常跟隋炀帝一起出现。

当年，隋炀帝决定迁都洛阳，可洛阳城屡遭战火
毁损，作为京都不大体面。于是，隋炀帝命杨素、宇
文恺等大臣去洛阳营建新城。

工程是在公元605年开工的，不到一年就完工

了。新城横跨洛水，北据邙山，南望伊阙，气象宏伟，
刷新了中国都城建筑史的纪录。因唐代将此城作为
陪都，故此，今人称其为隋唐洛阳城。

宇文恺挂的虽是副职，其实却是工程总指挥、总
设计师。新都即成，宇文恺一战成名，被提拔为工部
尚书，从此以城市规划大师及建筑大师的身份被历
史铭记。

出错不怕，改了就好

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建筑奇才是鲜卑人，公元
555年出生于武将世家，其父兄皆是北周将领。宇文
恺不好武装好“工装”，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北周匠师
中大夫，掌管城郭、宫室之制。

隋朝统一全国后，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恺差点儿
被砍头。所幸他的二哥拥戴隋文帝有功，隋文帝又
赏识他的才华，他才幸免一死。

没杀宇文恺是对的。除了洛阳城，宇文恺还主
持建造了大兴城（就是隋唐长安城），开凿了广通渠，
功劳盖世。

不过，是人就有缺点，宇文恺也不完美。直到公
元612年去世，他一生几乎都在为皇家效力：他知道
隋炀帝好排场，为了取悦君王，不惜劳民伤财，“役使
严急”，纵容工头虐待工人；隋炀帝北巡，他做了一顶
能坐数千人的帐篷，帮着皇帝在少数民族兄弟面前
摆阔……

是非功过任人评说，真相不该被混淆。话说回
来，路牌是城市面貌的缩影，细节反映一座城市的人
文素养。记者代表广大热心市民，给咱们的政府提
个醒，希望路牌上的宇文凯街变成宇文恺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