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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挑事叫
“戳星儿”

日寇轰炸洛阳纪实
从重庆大轰炸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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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在市总工会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公益电影活动中，
本周为大家放映的公益电影是《刘老庄
八十二壮士》。

刘老庄连，就是济南军区某红军师
“叶挺独立团”2营 4连，驻地在洛阳
市。在著名的刘老庄阻击战中，面对20
倍于自己的日伪军，全连82名战士激战
至最后一刻也不屈服，最终全部壮烈牺
牲，被延安《新华日报》誉为“刘老庄八
十二壮士”。影片《刘老庄八十二壮
士》，真实还原了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的
英勇事迹。

周五凭本人身份证可领电影票两张，
凭工会会员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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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9：00

前两年流行的洛阳方言扑克牌，对
许多洛阳话进行了有趣的解释，比如“有
一种闯祸叫戳芯儿”。“戳芯儿”不仅仅是
指闯祸，还指多事，甚至指故意挑事。

“戳芯儿”应该写成“戳星儿”。这
个“星”字指秤星，是指刻在秤杆上的刻
度。“戳星儿”表面意思是指暗地里戳动
秤星，占便宜。其实，人家好端端地做
买卖，公平交易，你偏要去捣乱，无端生
事，引起争端，这就是“戳星儿”。

古人做事讲求规矩、良心，经商更
讲求童叟无欺，这从制秤上就能看出。
过去16两制的秤，每个秤星代表一个星
宿，即北斗七星、南斗六星，还有福、禄、
寿三星。秤星必须用白色或黄色的金
属镶嵌而成，绝对不能用黑色，比喻做
生意要公平，不能黑心。若短斤少两便
会损阴德，其中少一两叫“损福”，少二
两叫“伤禄”，少三两叫“折寿”，以此警
示商人要诚实，做生意不能昧了良心。

做买卖如此，做人更应如此。
秤星是准则，是规矩，如果乱戳乱

动，便会失了公平和公正，也会失了良
心。因此，“戳星儿”在洛阳话里是个贬
义词。“戳星儿”的人大多爱耍小聪明，
爱制造矛盾，喜欢躲在暗处看人争吵，
有悖于内心方正的做人准则。

“戳星儿”多数时候是出于开玩笑
的心理，一群人玩得开心，偏有人出来
捣蛋、起哄，显摆自己，这种“戳星儿”无
恶意，激起的波澜瞬间平息，无伤大
雅。但有一种人，偏爱挑事，有意引起
争端，制造矛盾，看人笑话，这便是故意
使坏、存心不良了。

南岳庙位于伊川县鸣皋镇鸣皋
村西北，始建于北魏，居衡桃山之巅，
殿宇巍峨。

南岳庙现存大殿一座，砖木结
构，面阔三间，山门、厢房、后殿为
当代新建，规模宏大，建筑精美。
南岳庙为伊川八大景之一。相传
北魏孝文帝南巡，尊鸣皋主峰为南
岳衡山，建庙祭祀，香火鼎盛。

于春斌 文/图

伊川南岳庙
帝王南巡处

（上）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让
我想起从老人嘴里听到的日寇轰炸
洛阳的那段历史。为此，我翻阅了
不少资料，采访了几位老人，写下这
篇文章，以便让后人记住日本人欠
下洛阳人民的这笔账。

重庆“六五大轰炸”，发生在
1941年 6月5日的傍晚。24架日
寇飞机分三批偷袭重庆，在5个多
小时的持续轰炸中，较场口一带的
防空洞被炸塌，死伤平民2500人左
右，震惊中外，惨绝人寰。

洛阳也发生过两次此类日寇轰
炸事件。一次是 1940 年 2 月 20
日，日寇飞机共108架次，从早上8
点到傍晚，轰炸东华街、西华街和河
南府衙（现青年宫）一带。

府衙彼时是河南省政府所在
地，房屋被炸，死伤甚众。东华街
祥泰烟草公司经理家有一孔窑洞，
洞口被炸塌，在此躲避空袭的43名

群众全部被闷死。空袭过后，东华
街上几乎家家挂白，户户举哀，哭
声一片。

另一次轰炸发生在两个月后，
即 1940 年 4 月 28 日 14 时左右。
12架日寇飞机轮流轰炸洛阳老城，
飞机投下一枚穿甲弹，将明德中学
（后为文明街小学，现河南府文庙）
防空洞的两个洞口炸塌，活活闷死
87人。

据家离此不远的寇北辰先生回
忆，这孔防空洞有两个出入口，东出
入口设在文庙大门的西侧，北出入
口设在御路街胡大圈家的后院。防
空洞长100来米，是附近街道（中和
巷、四眼井、御路街、文明街、道尊
街、操场街）平民躲避空袭的去处。

御路街幸存者任书欣说：“我
当时7岁，那天刚下到窑里（防空
洞——笔者注），就听到轰炸声，感
到地在动，窑里的油灯都被晃灭
了。我很害怕，就沿着地道左挤右

撞地从文庙大门的洞口上来，跑回
了家。”

空袭警报解除，只有居民杨松、
王田娃等人被救了过来，其余的全
部死亡。马秀英家一家八口人死了
七口，郭曾泰一家三口人全部遇难。

当时文明街满街尸首，许多人
家的门口都摆着几口棺材，哭声震
天，满街哀戚。

在洛阳沦陷前的几年里，由于
日机频繁空袭，老百姓动不动就得

“跑警报”。当时街上说的顺口溜
是：“警报一响，啥都不想；炸弹一撂
（liào），啥也不要。”警报一响，人
们急忙锁门，如看戏散场般往城外
跑。轰炸最频繁时，人们一天竟七
八次“跑警报”。

据史料记载，从1937年12月
开始，到1944年夏洛阳被占领，日
寇轰炸古城百次以上，炸死无辜平
民近千人，炸毁民房几千间。

欲知后情，请看下篇。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