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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记者 张丽娜

古人也为“高考”狂之一
【俗世奇人】

走进“历史之门”【河图洛影】

安喜门

■投稿邮箱：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7

您还知道洛阳有哪些
古建筑的门（古城门、老房
子门、老牌坊、古庙门等）？
它们的前世今生是何面貌、
有何故事？近期，我们将带
领大家走进“历史之门”，寻
找河洛往事，欢迎投稿。

林东郊19岁中举；数年后，他的
老师张青莲才中举；又过了数年，他老
师的老师——年逾七旬的张老先生
（试卷上名字不详）才艰难地爬过科举
“分数线”。也就是说，学生考上大学
的时候，他老师和老师的老师都只能
怀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继续“复读”。

林东郊，1868年生，洛阳老城人，
清光绪年间进士，1911年授广西桂林
府知府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未赴
任，在洛阳著书立说，1937年病逝。

据说林东郊书画双绝，乃当年
洛阳城的文化徽章，老城人尊其为

“洛阳翰林”“大学士”。老城东大街
114 号一直到 124 号，都是林家老
宅，有好几百间，可见其身份和地位
非同一般。

张青莲也是名士，毛笔字写得

好。他比林东郊大13岁，孟津人，34
岁中举。

张老先生，1819年生，渑池人，熬
到73岁方才中举，从少年考到白头，
着实不容易。

似张老先生之流，之所以勇敢到
近乎偏执地把一生时光都搭在科考
上，是因为古时的读书人想要出人头
地，除了参加科举，似乎没有其他的
路可走。

现在的学生若考不上大学，还能
试试别的路子，反正条条大道通罗
马，大学生毕业去卖猪肉都不算新鲜
事儿。古时文人若只混个秀才，便只
能如《倩女幽魂》中的宁采臣一般，到
林子里跟女鬼小倩厮混了。

如此看来，《儒林外史》中范进中
举的故事实非特例。范进考了大半辈

子，被岳父胡屠夫骂成丢人现眼的
“现世宝”，未承想一朝得中，刚要在
岳父跟前讨回颜面，却欢喜得疯了，
被胡屠夫狠狠地扇了一耳光方清醒
过来。

穷秀才受岳父岳母的气，那是必
然的。《聊斋志异》《牡丹亭》《西厢记》
都告诉我们，但凡穷秀才爱上富家小
姐，花前月下偷情之时，小姐多半要
嘱咐：待你他日高中，衣锦还乡，再来
娶我。考不上？哼，我爹我娘大棍子
将你轰出去！

张爱玲曾说：出名要趁早，功名
来得晚了，那痛快便要减半。张青莲
还好，34岁中举，虽比徒弟晚，到底还
算壮年。想那张老先生熬到70多岁，
如花小姐若真等他高中了再来娶，可
要等到花儿也谢了。

考不死你不罢休

养土鸡上千只，给每只鸡都起了
名字，每天点名，有此雅兴者是谁？
古代的洛阳老乡祝鸡翁！

祝鸡翁，洛阳人，居尸乡北山
下。尸乡即西亳，在今偃师西边。杜
甫有诗云：“尸乡余土室，谁话祝鸡
翁？”可见杜甫在祝鸡翁的家乡生活
过多年，很熟悉祝鸡翁的故事。

祝鸡翁是西汉《列仙传》中的人
物。《列仙传》是道家的经典读物，里
面的人物虽然各有神迹，但并非杜
撰，如我们熟悉的姜子牙、老子、范蠡
等都是确有其人，此书只是给每个人
物加了一个神奇的升天传说而已。

祝鸡翁散养了上千只鸡，这些鸡
白天觅食，晚上栖息在树上。他给每
只鸡都起了独一无二的名字，每叫一
个名字，被点名的鸡就会应声前来。
晚年，他将这些鸡出售，得财颇丰，然
后到吴地养鱼。再后来，他到吴山生
活，有数百只白鹤和孔雀常伴其左右。

可见，祝鸡翁是个有情趣的文化
人。一般人根本想不到给鸡起名字，
给自己的孩子起名还愁得慌呢，何况
要给上千只鸡起名！只有尊重生灵
的文化人，才有这个雅兴。

祝鸡翁养鸡，采取散养法，他充
分信任自己的鸡，不用鸡笼、鸡圈限
制鸡的自由。他的鸡活得有尊严，可
以自由觅食，可以振翅高飞，可以在
树上引吭高歌，还有属于自己的名
字，它们活得好有滋味啊！

祝鸡翁更像一个禽类专家，他不
但能和鸡沟通，还精通鸟语，难怪有
那么多白鹤、孔雀常伴其身旁。祝鸡
翁返璞归真的生活真让人羡慕。《列
仙传》这样评价他：“人禽虽殊，道固
相关。祝翁傍通，牧鸡寄驩驮。育鳞道
洽，栖鸡树端。物之致化，施而不
刊。”这样一个仙风道骨的人物，自然
会被收入《列仙传》。

想想现在的鸡，是多么可怜啊！
它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由。如果
现在的鸡可以选择，它们一定愿意穿
越，去找祝鸡翁。

安喜门是金元洛阳
城北城门，遗址位于今洛
阳老城北大街。

安喜门在洛阳建城
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因洛
阳城屡遭战火侵袭，原有
的安喜门早已不复存在。
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喜门，
是2010年开始重建的。

（乔可 摄）

林东郊档案 （张丽娜 翻拍）

自然之友
祝鸡翁
□张宏涛

绘制 雅琦绘制 雅琦

眼下，高招录取仍在进行中。
考上理想大学的，自然是举家欢喜；
未能如愿的，当然是五味杂陈。这
不，考了604分的河南小伙儿师某，
果断决定复读——他只想上清华大
学，其他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难入他
的法眼。他父亲支持他的决定，尽
管这意味着还要勒紧一年裤腰带。

这般执着，或者说固执，师某
似乎颇有古时秀才风骨。由此我
想到了洛阳的最后一个进士林东
郊的“高考”故事。

从洛阳藏书家晁会元收藏的
林东郊和他老师，以及他老师的老
师的科考试卷中，我们可以解读出
一些有趣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