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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洛阳

□赵同胜（河北保定）

洛阳于我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
陌生的城市。说熟悉，是因为二十年
间，我曾两度造访洛阳，那古风新韵、
老树新枝，让我对洛阳有了直观的感
受。说陌生，在于我对洛阳并未做深
入的了解，她深蕴着几千年的文化积
淀，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在其中，而我只
略知皮毛。基于此，我很想找个机会
再去洛阳，去领略她的博大精深，去感
受她的现代气息。

二十多年前的1992年，我在郑州
上大学，眼瞅着快要毕业了，有同学建
议去洛阳看牡丹。说心里话，我对花
花草草不感兴趣，即便牡丹倾国倾城，
我依然毫不动心。不过，听学兄说，洛
阳是中原通往西北的要塞，有很多好
吃的，我的眼睛立马就放了光。我确
信学兄是动了心思的，他捅到了我的
软肋。

火车开得不快，到洛阳已是晚间，
我们匆忙找了个旅馆住下，静等天亮
一睹洛阳的芳容。

不怕大家笑话，我最早知道洛阳，
不是因为她是几朝古都，也不是因为
牡丹，而是因为印着“东方红”三个字
的拖拉机。第一次看到时，我惊讶，中
国一拖不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却
在中原洛阳，便觉得洛阳不简单。

原本只是随大溜，可当走进牡丹
园的时候，我麻木的神经还是被刺激
到了。对牡丹的印象，之前一直停留
在画作里，并未见过真容。眼前这一
片片、一簇簇牡丹，冷不丁闯入视线，
晃得我有些眼晕。

原以为牡丹是草本植物，却被告
知是木本，虽不至于长成参天大树，生
命力却极为顽强。那怒放的生命是对
历史的张扬，动人心魄便有了足够的
理由。我嘴上护着那份卑微的自尊，
心早就被牡丹仙子俘获了。

匆匆一游，作为穷学生，虽没品尝
到洛阳的名吃，倒也不虚此行，毕竟各
花入各眼，我喜欢上了牡丹。

毕业二十年的同学聚会选在
2013年早春，在郑州疯过后，大家异
口同声提出要去洛阳，也正中了我的
下怀。此行两大任务，一看二吃，看的
自然是闻名遐迩的龙门石窟，吃的当
然是正宗的洛阳水席。

真到了龙门，只见山河相依，美景
映入眼帘，悬崖峭壁上的佛龛大小不
一，佛像形态各异，让我喟叹古人的智
慧和鬼斧神工。我是个“史盲”，不记
也不研究历史，但那瞬间的震撼足以
让我记住龙门，记住洛阳。

吃货终归是吃货。当水席出现在
眼前时，我惊叹那独一无二的做法，汤
菜合一，氤氲的香气诱惑着舌尖，勾引
着味蕾，我早就迫不及待了。美味下
肚的一刹那，我确认我的眼是眯成了
一条缝的，那是享受的表情。每一道
菜都有一个故事，那故事就是洛阳文
化的一个个缩影。

走马洛阳，不过收获一点粗略的
印象。坐在回程的车上，看着一座座
高楼大厦，突然觉得，二十年，我已离
了青春，而从远古走来的洛阳，更加显
得勃发昂扬。

温暖洛阳

□廖辉军（湖北通山）

表弟高考分数很不错，按说报
志愿时可以选个好大学，至少就近
选个省内名校吧，可他倔得很，硬是
自作主张找了个数百公里外的洛阳
理工学院，还选了旅游管理专业。
舅妈知道我打小与表弟玩得来，特
地让我请假回家劝劝他。

果然，经过几番沟通，表弟向我
讲述了埋藏在心底多年的记忆。

那年春节过后，他第一次出远
门就搭错了车，在陌生的河南洛阳
下了车。慌乱中，他还将钱包与通
讯录丢失，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
接连几晚在路边过夜。

无奈之下，身负大旅行包的他，
只好向路人乞讨，在异乡灯火辉煌
的十字街头，欲哭无泪。

这时，一个小伙子迎面而来，对
他说：“跟我来吧，请放心，我不是
坏人。我想你一定饿了，先找家面
馆填饱肚子再说，好吗？”看着他惊
讶的眼神，小伙子好像知道他想说
什么。

在一家普通的街边面馆，他点
了一碗洛阳烩面，小伙子特地叮嘱
下面的师傅多下一些。他狼吞虎
咽，满满一碗面不到两分钟就见底
了，连一滴汤水也没剩下。

小伙子说自己是洛阳当地一个
旅行社的导游，也有过相同的遭遇，
是一个陌生的老乡帮了他，现在他
坚持用自己的工作方式，真诚地服
务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外地游客。接
着，小伙子将手机递给他，让他给家
里报平安。电话通了，看着他用纯
正的家乡话与家人交谈，小伙子满
足地笑了。

末了，小伙子还拦到一辆开往
表弟家乡方向的客车，用身上仅剩
的一百元钱替他买了回家的车票。
就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洛阳
街头相遇，在寒冷的深夜告别。在
表弟挥手转身的瞬间，一行行滚烫
的泪水夺眶而出。

原来如此，表弟一直不敢说出
来，是怕人笑话。后来，他还利用假
期多次到洛阳旅游，对这个美丽的
城市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更加爱上了这个城市。

听了表弟的心里话，我这个从
没到过洛阳的人，也对这个城市充
满了好奇与向往。一碗面，一个电
话，一张车票，那个洛阳导游温暖了
表弟，也打动了我的心。我猜想，后
来，那个导游或许又帮助并温暖了
更多的游客。他的职业，不正是传
播正能量的最佳载体？

那个寒冷的深夜，至今在表弟
心底温暖如春，这美好的洛阳情缘，
在他生命的旅途中挥之不去。我充
分理解了表弟的选择，也期盼着有
一天与这个温暖的城市相遇。

在写《老洛阳人吃火锅》一
文时，写到火锅是用铜和锡制
成的，我自然地想到，同样用
锡、铜制造的暖壶来。

暖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
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因为他
们生活在现代化的空间里，家
里都有空调，冬送暖来夏送凉，
根本感受不到赤日炎炎似火烧
那种酷热的难熬，更感受不到
冰冻刺骨寒的滋味。

旧时，小康之家入冬后，男
女主人都备有手炉和暖壶。手
炉为铜制，有提梁和钻了许多
眼儿的盖，周身花饰精美，擦得
锃亮，内装木炭，白天提着它暖
身和暖手。入夜，被窝里要放
一个暖壶暖脚。老人们常说：

“脚暖了，周身就不会冷。”
暖壶又名汤婆子，用锡或

铜合金制成，为圆柱形，直径二
十厘米，高十五到二十厘米，上
部中间留洞灌水，加盖。壶中
可加开水，当然也可加冷水。
要加冷水时，去盖，置于炉子上
加热，水开后，再把盖子盖严，
放在被窝里。待主人入睡时，

被窝里的寒气已被驱走，暖融
融的，钻进去，睡意倍增，不知
不觉便呼呼入梦了。

暖壶，过去由游街串巷的
锡匠来制作。他们挑着担子边
走边吆喝——打壶来哟！

暖壶用的时间长了，壶会
凹扁变形，必须再增加几两锡，
回锅重打。锡匠接了活，便在
家门口支起小火炉，小风箱鼓
着风，把旧壶化成液体，撇去浮
面的渣滓，倒出来摊平，冷却后
按模型尺寸剪好，敲打后用锡
焊牢。

暖壶也可以用铜合金制
成。用铜做成的暖壶是放在被
窝里的，登不上台面，所以不像
拿在体面人手中的手炉，加工
得那么细致美观，还可堂而皇
之地在人前炫耀。这真是“一
登龙门，声价十倍”哟！

十几年前，老城居民没有
暖壶的人家，往往买个暖水袋，
白天暖手，晚上就放在被窝里
取暖。更有些人把医院吊水的
瓶子装上热水包层布作为暖壶
取暖，倒也实惠得很。

想起了暖壶
□寇北辰

[洛阳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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