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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典故

含饴弄孙
□记者 陈旭照

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本周免费放映的电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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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9：00 咨询电话：6334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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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搬家”▶▶

娜说河洛

“含着糖逗小孙子。”多温
馨的画面！这是多少老年人期
待的幸福，比如东汉的马太后。

《资治通鉴》里记录了马太后
对汉章帝说的一段话：“若阴阳调
和，边境清静，然后行子之志，吾
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

意思是说，如果天地阴阳
之气调和，边境宁静无事，你便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我
只管含糖逗弄小孙子，不再干预
政事。

很明显，马太后对汉章帝
不满。

为什么对儿子不满呢？因
为汉章帝想册封舅舅们，也就
是马太后的兄弟。

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在
洛阳去世，太子刘炟（dá）继
位，是为汉章帝，尊马皇后为皇
太后。

公元77年，汉章帝打算册
封舅舅们，也就是马太后的兄弟，
但深明大义的马太后不同意。其
时正逢天下大旱，有拍马屁的便
上书，说这是没有册封外戚的缘
故。有关部门立即上奏，请汉章
帝依照旧例册封马家兄弟。

马太后阻止道：“那些上书
建议册封外戚的人，都是些溜须
拍马之徒，是想马屁拍成功了捞
好处。西汉成帝时，王家兄弟五
个同时封侯，当时黄雾弥漫，不
见天降好雨。外戚富贵过盛，最
后很少有不倾覆的……”

汉章帝仍不死心，再次请
求：“自汉朝建立，皇舅封侯，犹
如皇子为王，乃是定制，我的舅
舅一个年老、两个患病，如果他
们发生意外，我将终生遗憾。”

马太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
见：“如今国家灾异不断，谷价
上涨，我日夜忧恐，坐卧不
安，而你置国家大事于不顾，
只想着册封外戚，违背我的慈
母之心……”接着，马太后很生
气地说出了“含饴弄孙”那段话。

汉章帝这才放弃了册封的
打算。

马太后不但不让皇帝册封
自己的兄弟，对整个家族的要
求也极其严格。史载，她曾下
诏说：“马氏家族及其亲戚，如
果有因请托郡县官府而干扰地
方行政的，一律依法处置。”

好一位顾大局、识大体的
奇女子！

开 封 散 记

同事听说我去开封采访，特意嘱咐：
去看看珠玑巷，它很有故事。

作为旁观者，我必须实话实说：我所
见的开封珠玑巷（如图），是今人复建的，
有古貌，无古韵，空空荡荡。

这个同事喜欢历史，她看到的珠玑
巷，是历史背后的珠玑巷，经过学识的美
化和想象的包装，文化底蕴深厚，故而她
由衷赞叹。

如果你想去看这条巷子，去之前不妨
先了解一下它的过去。

中国有很多条珠玑巷，开封珠玑巷只
是其中之一，然而它是其他珠玑巷的起源。

广东省南雄市珠玑巷的得名，就与开
封珠玑巷有关。

河南学者高树田，人送绰号“老开
封”，对珠玑巷深有研究。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开封，烧杀抢掠，
街巷不宁。老皇帝被掳走了，大人物们逃
到临安，另起炉灶，“直把杭州作汴州”。

皇帝都“搬家”了，那些惶惶不安的河
洛人，便也背井离乡，一路向南，寻找容身
之地。他们跋山涉水，到达南雄，一部分
人安家落户，一部分人继续南迁。

“新移民”梦里思故乡，醒来念故乡，
遂将脚下这个既是终点又是起点的新地
方命名为珠玑巷，寄托思乡之情。

这种现象，在地名学上叫“地名移
植”“地名搬家”——就算不能留在故乡，

至少可以每天喊喊熟悉的地名，
聊以自慰。

寻根珠玑巷 逐梦河洛郎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中国古代移民，是个跨越朝
代的历史过程。

史载，自秦代开始，便有汉
人南迁。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不休，
晋室仓皇南渡，大批汉人离开京
都洛阳，辗转到达今福建泉州一
带求生。因怀恋故土，他们把当
地的河唤作“洛阳江”，把河上的
桥唤作“洛阳桥”，住“洛阳村”，
走“洛阳街”。

唐、宋时期，每逢中原战乱，
便有人离乡南迁。

明代崇祯年间，李自成率领
农民军围攻开封，朝廷下令掘开

黄河口，水淹起义军，“洪水泼
天，汹涌泛涨，倾陷城垣，居人溺
死者十有八九”，活下来的，能逃
的都逃了。

南雄珠玑巷地处岭南要
道，原本人烟稀少，车马不通，
自从宋人南迁，“民从之者如归
市”，一批批人从北而来，一批
批人由此南去，此处渐渐热闹
起来。

身在异乡为异客，“新移民”
自称河洛郎，繁衍生息，开枝散
叶，子孙遍布各地。

洛阳桥、珠玑巷，是他们心
中的温暖所在。

长思故土▶▶
“珠玑”，谐音“祖记”。有人

说，它的真正含义是“含着泪珠
记住祖先”。

2014年，世界客属第27届
恳亲大会在开封召开，开封珠玑
巷就是在那一年复建的。

其实，有关北宋珠玑巷的
可靠记载不多，史海钩沉，总
有遗憾，谁也说不准北宋时的
珠玑巷究竟在开封城的哪个
位置，但这并不妨碍开封珠玑
巷在河洛郎心中的神圣地位。

他们寻根问祖来到中原，总

要找机会到开封、洛阳转转，去
珠玑巷、洛河边看看。

旧报纸上还留有河洛郎在
开封珠玑巷祭拜先祖的祭文：

“呜呼！唯我先祖，肇自炎黄。
世代传序，于斯家邦。中原多
舛，屡罹祸殃。先祖避难，客行
异乡……长思故土，日夜难忘。
寻根谒祖，万里还乡……”

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根在
河洛。懂了家的温暖，便懂
了珠玑巷的故事。

根在河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