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
说
河
洛

11B2017年11月9日 星期四
编辑／刘婷 校对／于怡 组版／予文 河洛

河洛典故

晚
报
副
刊
精
读

关注微信wbfkjd
扫二维码
赏河洛经典、副刊美文
■投稿邮箱：
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6

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矍铄是翁
□记者 陈旭照

汴京、东京、南京、北京……
开封的小名也是够多的

▶▶ 地下道观，“顶”出地面

本周放映的公益电影为《绣春刀2》，本周五凭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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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9：00 咨询电话：63345207

▶▶ 开封城，城摞城

史学界的争端，且留给史学家们去讨论，此处只说
已成定论的。

开封的那些小名，都是谁起的？
洛阳是东周王城，而东周时期的开封一带，一度是

诸侯国郑国所在地。郑国君主在此建城筑粮仓，取名
“启封”，寓意“启拓封疆”。

西汉初年，为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启封”被改为
“开封”，“开封”一称便由此而来。

其他朝代的统治者，口味不一，任性地在开封的“户
口簿”上改来改去：东周魏国时期，它叫大梁；三国时期，
它叫陈留；北周和唐代，它叫汴州；后梁和后晋时期，汴
州是东京，洛阳是西京；北宋时期，汴州改称汴梁，人唤
东京，西京还是洛阳；金代时，它叫汴京，因为金人是打
北方大草原上发家的，汴京在他们的南边，它又名南京；
元代，它又叫回汴梁；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
后，一度把北边的汴梁城改名为北京，当陪都。

古代君王大过天，王的方向坐标，是给城池起名的
参照。清代往后，“开封”这个称谓才基本固定下来。

城是人建的，人是多变的。反复更名，说明开封在
古人眼里是块宝地。

无论如何改名，人们对名字的印象，还是基于名字
背后的内涵和表现。

开封城有何内容？下期接着说。

《资治通鉴》记载，建武二十
四年（公元48年），武陵蛮人攻打
临沅。东汉派兵讨伐，未能取
胜。马援听说后主动请缨，光武
帝刘秀怜他已老，不肯答应。

马援不服：“臣尚能披甲
上马。”

光武帝：“那你做给我看。”
马援认镫上马，精神抖擞，

转身回视，意思再明白不过——
“我还可以吧”。

光武帝笑了，说：“矍铄哉是
翁！”这位老人真精神啊！他答
应了马援的请求，派马援带领4
万余人进军五溪。

马援，军事家，东汉开国功
臣之一，扶风茂陵（今陕西杨陵
西北）人。

王莽新朝末年，马援在隗嚣
手下做事，后归顺刘秀，为其一
统天下立下赫赫战功。东汉建
立后，他年事已高，但仍带兵东
征西讨，官至伏波将军，人称“马
伏波”。

马援一心报国，但也有顾
虑。在出征五溪的送行会上，他
对朋友杜愔说：“我年事已高，去
日无多，总担心不能为国而死，
今日得遂所愿，死了也能瞑目。
我唯一担心的，是那些权贵子弟
很难调动。”

大军到达下隽，前面有两条
路可走，一路经壶头山，一路经
充县。到底走哪条路？马援倾
向走壶头山，但“权贵子弟”耿舒
主张走充县。两种意见被上报
给朝廷，刘秀同意马援的意见。

汉军进军壶头山，但因水流
湍急，船只难以前进。加上山高
路险，又逢酷暑，很多士兵患瘟
疫而死，马援也被传染，大军难
以推进。

耿舒给哥哥好畤侯耿弇
（yǎn）写信，抱怨马援像个做生
意的西域商人，所到之处皆停
留，所以才会失利。

耿弇将情况上报给刘秀，刘
秀派梁松到前线责问马援。马
援病体不支，离开人世。梁松乘
机陷害马援，刘秀大怒，下令收
回马援的新息侯印信和绶带。
马援尸体被运回老家，家人只敢
将其草草埋葬。

城跟人一样，时间久了，故事就多。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
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的古城，开封饱经岁月沧桑，见惯历史
风云，四千多年来，有多个朝代在此建都。

每个朝代送它一个爱称，开封的小名也是够多的：大梁、
陈留、汴梁、汴京、东京，甚至还有南京、北京，不是细发人还真
记不住。自今日起，咱们就来看看吧。 ——编者

开封别号“菊城”，菊花是它的招牌。
我去开封时正逢重阳节，满城菊花开得正好。

看花人摩肩接踵，挤得街巷水泄不通。
开封城区鲜见摩天大楼，阳光没有遮蔽，照得

四处温暖、明亮。
我本想去开封博物馆看看。要了解一座城，逛

当地的博物馆或菜市场是捷径，前者可观其渊源，
后者可探其民风。

不巧，开封博物馆闭馆搬迁，我只得掉头去访
延庆观。

延庆观离开封府不远，是全真教教徒为了纪念
祖师爷王重阳所建，又名重阳观。

王重阳生前正值金人入侵，北宋沦亡。他不忍
见山河破裂，便在终南山掘地穴居，躲进了“活死人
墓”。后来他出“墓”传道，度化“全真七子”，全真教
由此大盛。

相传，王重阳人生的最后时刻，住在开封的王
氏旅店。他的门徒在旅店旧址上修建了这座道观。

开封地处中原，紧临黄河，乃兵家必争之地。
延庆观多灾多难，数度毁于战乱、黄河泛滥，屡毁
屡建。

观中的玉皇阁曾被黄河泥沙埋在地下，前些
年，专家们用千斤顶把玉皇阁顶出地面，利用地下
空间做了地宫展厅。

展厅里有从地宫挖出来的“土疙瘩”，据说是金
元时期地层遗迹。

地层是考古断代的证据。开封有句民谚：“开
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当地官方称，开封
城的地层“上下叠压着6座城池”：东周魏国城、唐汴
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及明、清开封城。

开封人颇为自豪：战乱与河沙一次次将城掩
埋，俺们又一次次让城重生，厉害吧！

为此，他们翻遍史料，意图证明夏代的都城在
老丘，而老丘就在开封一带，并由此推论开封是“八
朝古都”：夏、东周魏国、后梁、后汉、后周、后晋、北
宋、金的政治中心。

当地政府集中力量，为开封是“八朝古都”宣传
造势，可由于缺乏足够考古证据，很多专家并不认账。

▶▶ 汴京、东京、南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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