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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东都“炒房”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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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罢冬至饭
一天长一线

□沙草

白衣堂里御诗碑

【娜说河洛】

冬至是“交九”的开始，也是
一年中白昼时间最短的一天。
过了这一天，白天会渐渐变长，
夜晚会渐渐变短。老人们会说：

“吃罢冬至饭，一天长一线。”
老街上流传着很多这样的

谚语，细梳理，发现多与天气和
农事有关。比如“早烧不出门，
晚烧晒死人”“瓦碴儿云晒死
人”，说的是云霞；“水缸出汗蛤
蟆叫，燕子低飞蛇上道”，说的是
要下雨；“麦盖三层被，枕着蒸馍
睡”，说的是瑞雪兆丰年；“外头
刮风，屋里笼蒸”，说的是伏天的
特点；至于“一九二九不出手，三
九四九冰上走”，正是当下天寒
地冻的写照。

谚语，押韵上口，内容丰富，
易记诵。谚语的产生与科学不
发达有关。旧时没有天气预报，
人们下田劳作，出门看天，完全
靠经验。你仔细观察、体会，就
会发现，前人能着哩！就说前面
提到的那些谚语，真是智慧的结
晶，就算现在有了天气预报，仍
有不少人喜欢用谚语去验证，竟
然屡试不爽。就拿“吃罢冬至
饭，一天长一线”来说，它与天文
学中的“太阳直射点在南回归线
上，南半球各地昼最长，夜最短”
完全一致。

冬至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吃
饺子。为啥？有的说是“冬至吃
了扁（食），不会咳嗽不会喘”，有
的说是“饺子形如耳朵，吃了暖
和，天寒不会冻耳朵”。真实的
原因是，冬至在农耕社会是个较
大的节气，历史上有冬至节，也
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饺子
在旧时是上等好饭，过节当然离
不了。

元旦将至，商场狂打折。很多人
梦想有个有钱的爹，关键时刻甩出信
用卡，说：“随便刷！”

阿里巴巴的马云长相有点儿磕
碜，但特别有钱，于是荣升为“国民爸
爸”，被人追着喊着认爹。

倘若老爹比马云还有钱，生活该
怎样过？

有人的选择是这样的：买房，在洛
阳买房，在洛阳不停地买好房！

洛河南岸龙门古玩城东边不远处，
曾经有一个皇家高档小区——惠训坊，
这个小区有一大半房产都被一个富家
女买下了。

“炒房”要炒好地段

故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那时的
洛阳，贵为唐朝东都，是闻名四海的国
际大都市，人口密集，寸土寸金。

惠训坊与皇宫仅一水之隔，正处
于黄金地段。它的西边临近天津桥，
北边不远处还有一座桥——中桥。皇
宫就在这两座桥的另一端，抬抬腿就
到了。

天津桥与中桥今已不存，现在的
洛阳桥，位于天津桥旧址与中桥旧址
的中间。即便以如今的眼光来看，桥
南也是好地段。

这么好的地段，可不是谁想占就
能占的。惠训坊的“业主”，个个身份
尊贵，与皇家血脉相连。

咱要说的这个富家女，只知她姓
李，不知其闺名，但历史照样记住了她，
原因有二：第一，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
史称长宁公主；第二，她的“炒房”壮举
无人可及——除了惠训坊，她还在洛阳
道德坊及长安拥有多处房产。

公主不嫌地盘多

历史上有三个封号为“长宁”的公
主，两个是唐朝的，一个是明朝的。

好折腾房产的这位，是唐中宗李
显的闺女、女皇武则天的孙女，据说颇
有姿色。

李显摊上武则天这样强势的妈，
一生跌宕起伏，好不容易当上皇帝，总
想好好弥补妻儿，因此对长宁公主有
求必应。

史载，他赐给长宁公主的封地比
亲王的三倍还多，但长宁公主不知足，
仍然整天琢磨着扩大地盘。

她占了魏王李泰的洛阳旧宅。魏
王的宅子极大，光池塘就有三百亩，人
称“魏王池”，乃东都的一道风景线。
李泰死后，皇帝本打算把那块地划给
民间使用，但长宁公主想方设法要了
过来，改造成了自家的后花园。

洛阳废了下辖永昌县的机构设置，
她瞅着县衙地段挺好，缠着老爹把县衙
房产赏给了她，花费重金，改造装修。

在长安那边，她占了前朝宰相高
士廉的府邸，又占了皇城守卫队的军

营，筑山修池，盖起三层高楼，邀请皇
帝、皇后前来喝酒。

公主的婚姻不顺遂

占这么多地盘，就能幸福吗？未必。
不说别的，光是长宁公主的婚姻

就不顺。
她嫁过两次。第一任老公名叫杨

慎交，爱好体育运动，“善击鞠”。鞠是
古代的足球。长宁公主支持老公踢
球，专门造了一个球场，可见她挺爱这
个男人。

据《新唐书》记载，夫妇二人在东
都洛阳大张旗鼓地修建爱巢，几乎花
光了户头里的钱（反正钱不够可以向
老爹要）。

可惜他们的婚姻不被命运祝福。
她的堂兄弟李隆基当皇帝后，将她和
杨慎交贬到了外地。

当时，她的洛阳府邸刚建好，还没
有来得及住，就被迫交出去当了景云
祠。她在长安的房产也被迫卖了，光
木石等建筑材料就卖了一大笔钱。

更糟的是，杨慎交没过多久就去
世了，长宁公主只得改嫁另一个男
人。公主改嫁之后的生活，史书没有
记载——得到后又失去的痛苦，你懂
的，不是换个男人就能弥补的。

有再多的房产，你也只能睡一张
床。即便身为公主，也未必能牢握俗
世的幸福。

“隋唐里坊随手拍”之惠训坊

偃师市营防口村有座白衣堂，里面
供有好多神。白衣堂大殿的四角挂有
四个大铜铃，风一吹铃就响，声传四方，
清脆悦耳。

公元1750年秋，清朝乾隆皇帝去登
封嵩山朝拜，自偃师过杨村渡口，南行
至营防口村时，看到壮观雄伟的白衣
堂，便进庙上香，并诗兴大发，当场赋诗
一首。后来，有官员将御诗刻碑立于白
衣堂中。后来此碑丢失，幸有乡里名儒
徐继孔老先生将御诗抄录下来，并于
1931 年书之。现在的这通御诗碑是今
人重立的。 柳喜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