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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有了更夫，
还有夜贼？

“关于宵禁那点儿事”之

□记者 张丽娜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上篇说到，盛唐时期宵禁严格，洛城居民只
有在元宵节前后可以狂欢三天，合法地享受夜
生活，其他日子晚上出门都算犯法，被抓住要吃
官司。

宵禁不是唐代专利。自古以来，为了维护
夜间治安，大多数朝代都实行宵禁，城镇有专人
巡夜，强行管制人们的夜生活。

晚上出门会被曹操打死

据《周礼》记载，东周时期，王城洛阳已有
“司寤氏”，专门负责宵禁，晚上不许人外出。

汉代也实行宵禁，黄昏后城门关闭，禁止
夜行。

东汉末年，曹操在京都洛阳担任北部尉
（相当于公安局局长）。当时，宦官蹇硕是皇
帝跟前的红人，他叔叔蹇图仗着有后台，违反
禁令，晚上出门办事，不巧遇上巡夜的曹操。
曹大人手持大棒，冷笑一声：“犯禁夜行者，不
管是谁，一律棒杀之！”不由分说，将蹇图活活
打死。

这一招杀鸡吓猴，令曹操威震洛城。皇帝
也拿他没法子：维护京城治安，也是保护自己的
安全，人家曹操是依法办事。

请到北宋“不夜城”尝尝夜宵

隋炀帝虽然好耍，但也赞同宵禁，不过放宽
了政策：元宵节前后暂时解除宵禁，允许京都洛
阳的居民彻夜狂欢，出门赏灯。

这项福利政策在唐代继续推行，每年元宵
节，万民同欢，通宵达旦。

晚唐往后，宵禁逐渐变得形同虚设。有人
夜晚聚众活动，当官的视而不见。青楼内灯火
辉煌，时有官员光顾。

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解除宵禁成
了达官贵族与平民的共同需要。

朝廷允许汴梁（今开封）开设夜市，百姓
在三更前可以自由行走，开封成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座“不夜城”，人们可以正大光明地上
街吃夜宵。

更夫和盗贼是不是一伙的

好景不长，元代统治中原，为加强对汉人的
控制，重设宵禁。

明代也实行宵禁，违禁者打三十至五十大
板，反抗者打一百大板，打得人半死不活。

清代甚至在乡间竖起禁止夜行的木牌，“基
层干部”发现村人夜行，即刻将其绑了见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在游记中写道：中国“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
在街上巡夜”，但宅院被夜贼偷盗的事还常常发
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人就是盗贼，或者和盗
贼合伙”。

看来，宵禁只能禁得住良民，对于监守自盗
者，宵禁反而提供了钻空子的好机会。

上期，咱们讲了贪生怕
死的李讷——洛河发大水，
还没冲毁堤坝呢，身为父母
官的他就吓得落荒而逃，不
顾百姓死活。

今天咱们进行个对比，讲
一个一心为百姓谋福利的治
水专家。

专家名叫黄守才，明末清
初偃师岳滩王庄人，民间尊
称其为黄大王。王庄有一座
黄大王庙，庙里悬挂着一块
民国时期的匾额，匾额上有
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总理
江河”。

“总理江河”的黄大王，打
小就不一般。

有一个传说，说他小时候
和哥哥在井边玩耍，一不小心
掉了进去，等到大人听到他哥
哥的哭诉急忙赶到时，却见井
里的他端坐水面，一脸悠然。

打小就这么神奇的黄大
王，长大后成了治水专家。

我讲两个故事。
明崇祯八年（公元 1635

年），洛、谷二水泛滥，大水涌
入洛阳城，淹及福王府。这福
王府旧址，就在今天的老城青
年宫。

明福王朱常洵吓坏了，飞
马请来黄大王。黄大王仔细
查看了洛河和谷水的地理位
置，结合现场情况，很快有了
对策。在他的指挥下，不到
一个时辰水退浪歇，洛阳城
躲过一劫，朱常洵虚惊一场。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
年），开封至封丘的黄河荆龙口
大堤决堤。封丘段是黄河漕运
的要冲，心急如焚的崇祯皇帝
派工部侍郎周某到河南治水，
周某治水半个月寸功未建，最
后只好请黄大王出马。黄大王
出马，三天之内决口堵上，漕道
复通。

黄守才真是神吗？
他不是神，是人，是一个靠

着勤奋好学掌握了丰富水利知
识的人。

黄守才很爱学习，尤其爱
学与水利有关的知识，并将学
到的知识用于实践。

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理
论联系实际，黄守才的治水
经验越来越丰富，成功案例
越来越多，名声越来越大，
口碑越来越好，渐渐地，他
从一个治水专家被说成了
治水之神。

灯与人类相伴的历
史已有数万年。远古人
把苔藓等物塞在中空的
石头或贝壳里，浸满动
物油脂，制成可以燃
烧的灯火。

东 周 时
期 ，河 洛 先
民 瞄 上 了
盛 食 物 的 家
伙 —— 陶 豆
（图③）。陶豆
圆盘高柄，把油脂
放在上面的圆盘里，插
上一根灯芯，就可以点火照
明，持柄行走也方便。

洛阳博物馆里的这两盏东汉铜
灯，就是从豆形灯演变而来的。

这盏铜雁足灯（图②），好似大雁
的一只爪子撑起灯盘。古代没快递，
大雁是信使，鸿雁传书代表思念，“雁
足”乃书信的象征。古人“事死如生”，
铜雁足灯在主人生前陪其度过漫漫长
夜，又随主人一起下葬，寄托了生者的
怀念，沟通阴阳两界。

另一盏铜灯（图①）的灯柱，是单
腿跪坐的仆人，其右手擎起灯盘，腮
帮子鼓鼓的，像青蛙一般俏皮，可见
汉代青铜铸造技术已相当高超。

汉代的物品素朴大气，既实用又
美观，由这两盏灯可见一斑。

图①

图② 图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