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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出土的“洋物件”

三彩扁壶

□记者 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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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画河洛】

铜驼暮雨
□记者 余子愚

【娜说河洛】

杜甫大人光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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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旅行，无论古今，吃喝都是
一项省不掉的费用。

现代旅游业服务完善，饭店、方
便食品到处有，只要带上钱，一般不
会饿肚子。

古人旅行就比较麻烦了，没有
银行卡，银两、铜币带多了又重又不
安全，城镇少，饭店少，有钱也不一
定能买到吃的。

怎么办？随身带路菜，没钱就
蹭饭。

不求吃好，但求吃饱

路菜，就是能在路上吃的菜，可
以搭配干粮吃。

馒头、馍干、烙饼、馕等易携
带、耐存放，是过去常见的干粮。

洛阳老乡玄奘，在西行过沙漠
时带了许多馕。另一个唐代和尚鉴
真，在东渡日本时带着酥油——酥
油耐饥，乃旅行好食物。

古代也有旅行方便食品，譬如
“耐饥丸”，据说是用炒糯米和枣泥

做的丸子，鸡蛋大小，吃一个半天都
不饿。

只吃干粮太单调，讲究的古人
在远行前，多会准备一些又油又咸、
不易坏的无汁菜，像鸡丁、腌肉、香
干、咸菜什么的，用以佐餐。

《红楼梦》里说“南边带来的大
头菜，配着粥吃”，这大头菜便是腌
咸菜。晚清小说《市声》里提到的路
菜是“半只板鸭，一方南腿”。

盛放路菜的菜篓多用柳条或竹
篾编制，里面糊着绵纸，内外刷桐
油，结实、耐用、防渗漏。

行至野外，饿劲儿上来，拿出干
粮就着路菜吃，也是一顿饭。

蹭饭也要拼人品

有的人穷困潦倒，连路菜都没
有，那就只能拼人缘求蹭饭了。这
方面的代表是“诗圣”杜甫。

杜甫少时曾在洛阳的姑妈家居
住。后来家道中落，他混得不大
好，常靠亲友接济。这样的人按说

没资本旅行，可杜甫分文不花游山
玩水，还是跟李白结伴。

话说公元744年，李白离开长
安宫廷，途经东都洛阳，赶巧杜甫也
在洛阳。

当时，李白已是名满天下的“谪
仙人”，洛阳权贵都想结交这位大名
人。天津桥头的董家酒楼出资赞助
李白莅洛。杜甫比李白小11岁，作
为李白的粉丝，有幸与李白同席。
结果，两个人一见如故。

杜甫搭着李白的“顺风车”开始
旅行。他们先在洛阳游玩了好多
天，次年结伴往东，到了山东，吃饭、
喝酒都有人免费招待。

杜甫一生都在回味这趟旅行，
动辄就写诗说“李白哥哥我想你
了”，不遗余力地为李白宣传，也不
算白蹭饭。

还好他是杜甫。蹭饭不光要
拼人品，还要拼实力，名人可以，
诗人可以，俗人、庸人不可以：搞
不好会被骂成“小气鬼又来占便
宜”，丢脸！

铜驼千载后，里巷竞传名。
月隐生云气，钟鸣杂雨声。
春农一夜足，晓雾半山横。
故汉荒城在，茫茫草乱菁。

——沈应时《铜驼暮雨》

千门日暮酒帘低，云黯高楼雨脚齐。
麦陇润沾尘巷静，随风又过午桥西。

——翟廷蕙《铜驼暮雨》

对洛阳人来说，铜驼巷（大街）是较
为熟悉的地名。铜驼暮雨，更是被古人
列为洛阳八大景之一。

丝绸之路申遗成功，我市丝绸之路
申遗点——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
城定鼎门遗址（含宁人坊、明教坊）、新
安汉函谷关遗址等被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

铜驼，为丝绸之路起点在洛阳提供
了有力的佐证。汉魏时期，都城洛阳的
宫城门前置铜驼一对，门前的那条街故
名铜驼大街。

西晋的索靖有先见之明，他看天下
将乱，就指着洛阳宫城门前的铜驼叹
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后来，索靖的
预言果然应验。公元291年，西晋发生

“八王之乱”，各方争战不休，持续时间
长达16年，都城洛阳遭到严重破坏。

由此，铜驼便与朝代兴亡联系在一
起，成为后世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明
代诗人沈应时、翟廷蕙分别写有《铜驼
暮雨》诗，沈应时写了汉魏古城的荒芜，
抒发了悲苦之情；翟廷蕙写了在日暮时
分，麦陇得到雨水的浇灌，风从铜驼巷
吹过，直达午桥庄（唐代宰相裴度和宋
代宰相张齐贤的午桥别墅）。

我愿意把铜驼暮雨理解为烟雨，即
炊烟袅袅，岁月静好，正如下面的诗句
所言——

铜驼陌的炊烟，让我闻到了菜肴的
香气。

桃花红，柳叶绿，炊烟灰白。
三五儿童笑着跳着，跑进铜驼陌。
女人们正守在灶台前，准备一家人

的晚饭。
日头落下去了，鸟雀返巢。
劳作一天的男人从田地里走回家去。
一头牛走在夜幕中，看到白色的烟

雾，误以为下雨。
伸出的牛舌头，却没能舔到雨滴。

1996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洛阳邙山南麓杨
文村北的一座唐墓中，发现了一件三彩扁壶。它
的颈内收，肩部有花叶形双系。扁壶正中雕刻有
图案，图案正中为一卷发胡人，着赭黄色上衣，右
肩袒，左肩披帛，腰间束带，正跨步扬臂，面部侧向
舞动的雄狮。

图案表现的是人兽互斗的场面，在鱼子纹底
纹中间勾画有忍冬卷草纹，扁壶双肩系口处有
若隐若现的一组连珠纹装饰，这些都显示出这
件器物来自西域。图案上的格斗带有强烈的表
演效果，为我们了解唐代西风东渐提供了实物
证据。 商春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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