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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雕都督”名叫斛律光，
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名将。他

与高长恭、段韶并称“北齐三杰”，
其中高长恭即兰陵王，不仅战功卓
著，人还长得帅，而斛律光在当时
的威名并不亚于高长恭。

斛律光生于公元 515 年，字明
月，朔州(今山西朔县)人。他出身名
门，精通骑射，武艺高强，17岁就被
提拔为都督。

有一次，斛律光陪北齐世宗高澄打
猎，见一只大鸟在天上飞翔，便搭弓射
箭，射中其颈，大鸟落地后，人们才发现
是一只大雕。后来，人们便称他为“落
雕都督”。

除了自身功夫硬，斛律光还是一位
不可多得的将才。在北齐与北周的长
期交战中，他起了积极的作用。

公元 564 年冬，北周发兵十万
攻打洛阳，斛律光率兵赶赴洛阳。
两军在邙山大战，北周军队大
败。北齐武成帝高湛亲临洛阳，
“策勋颁赏”。

公元567年冬，北周又围攻
洛阳，阻断北齐军队的粮道，斛
律光奉命讨伐。他披甲执锐，
身先士卒，大败敌军。

斛律光就像坚固的
长城，牢牢地护卫着北
齐的疆土，难怪北周

武帝宇文邕灭北齐
后说：“如果斛律

光还活着，我
哪能跑到

北齐

的都城来？”
那么，斛律光是怎么死

的？他是被北齐皇帝身边的
佞臣害死的。

北齐后主高纬昏庸无能，
宠信穆提婆等小人，朝廷黑暗
腐败。

有一次，穆提婆求娶斛律
光的庶女，但斛律光瞧不上这
个靠关系爬上高位的权贵，不
肯把女儿嫁给他。

后来，后主赐田地给穆提
婆，斛律光表示反对，因为那
块田地是用来种庄稼饲养战
马的。穆提婆恼羞成怒，心里
恨透了斛律光。

北周人与斛律光多次交
手，没有占到便宜，便派出间
谍在北齐都城散布谣言，穆提
婆等人趁机诬陷斛律光谋
反。后主听信谗言，将58岁
的斛律光杀死，斛律一族遭灭
顶之灾。

斛律光遇害的次年，高长
恭因功高震主被毒杀，加上段
韶已病死，“北齐三杰”全部退
出军事舞台。自毁长城的北
齐实力一落千丈，没过几年便
被北周消灭。

后人没有忘记斛律光。
公元 782 年，著名书法家颜
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
代名将64人，当中就包括斛
律光。后来，宋代为古代名
将设庙，72位名将中亦有斛
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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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大家
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年。换个
角度想，亲友健康比啥都强，
视频拜年、在线过节也不错。

眼下，咱们正处在两个节
日之间：往回看是正月初七
人日节，接下来是正月十五
元宵节。

如今，洛阳已经很少有人
知晓人日节，但在唐代东都洛
阳城，正月初七可是个正经八
百的节日。

古人很重视人日节。当
天，皇帝会大宴群臣，给臣子
们发福利，赐彩缕人胜——一
种人形的头饰，用彩纸、丝帛
等制成。

当时有个叫高适的人，
给好友杜甫寄了一首诗：“人
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
故乡……今年人日空相忆，明
年人日知何处……”

当时，安史之乱已爆发，
中原大乱，洛阳沦陷。杜甫携
妻儿离开河南老家南下逃亡，
寄居在成都。

那年人日节，高适牵挂好
友，写信问安：“阿杜，这个节
咱们不能一起过，我好想你！
世事不平，前途难料，不知
明年人日节，我们又会身在
何方？”

可见在唐代，人们是有亲
友相聚过人日节这个意识的。

传说，女娲创世，造世间万
物，第一天至第六天，陆续造出
了鸡、狗、猪、羊、牛、马，第七天
即正月初七造出了人。因为
这天被视为人类的生日，故叫
人日。

早在汉代就有关于人日的
记载。起初，人日似与占卜有
关，汉魏往后，人日习俗渐趋丰
富，成了一个普遍性节日。

人日节的主题是祈福纳
吉，流行喝七宝羹、吃收魂面。

七宝羹是用水芹、荠菜、
萝卜等七种菜煮的羹，相传人
日节食用此羹可祛病除邪。

收魂面又名拉魂面。人
日一过，就得准备春耕生产，
可过年时人们走东串西，心都
玩野了，故而需要吃一碗拉魂
面，以提醒自己把心收回来，
开始工作。

□记者 刘婷

“落雕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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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相聚人日节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
夜为“宵”，正月十五夜是
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故名“元宵”。

在河洛民间，过元宵
节比过春节还热闹，人们
吃元宵、耍狮子、舞龙灯、
踩高跷……老少同乐。

对小孩子来说，过
此节最大的乐趣是点灯
笼——每逢此节，洛阳
人都要燃灯庆祝。

相传，这个习俗与佛
教有关。汉代，佛教传入
中国，东汉的汉明帝下令
在京都洛阳兴建白马寺；
正月十五夜，宫中、寺院
燃灯礼佛。

传说，汉代有个名叫
元宵的宫女，十分思念爹
娘。大臣东方朔同情元
宵，帮她想了个办法。

不久，京城流言四
起，人们都说皇宫要遭火
劫，皇帝找东方朔商量对
策。东方朔建议，正月十
五夜满城高挂明灯，宫中
所有人都要提灯出宫，与
百姓同乐。皇帝采纳了
这个建议。

正月十五夜，元宵在
灯上写上“元宵”二字，出
宫寻亲。她的弟弟和父
母进城看花灯，远远地就
看见了元宵的灯，高喊：

“元宵姐！”一家人欢喜
团聚。

皇帝看到这一幕，脱
口而出：“好一个元宵节
（姐）！”天子金口玉言，
从此，正月十五就叫元
宵节了。

隋唐时期，洛阳是东
都，每逢元宵节，满城
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隋炀帝好面子，迁都
洛阳后常搞形象工程。
《隋书》里说，每当正月，
万国来朝，为了向这些人
彰显国力，隋炀帝会让大
使们留至正月十五，好让
其欣赏规模盛大的“露天
元宵晚会”。

正月十五夜，洛阳城
端门外绵延数里皆是戏
场。数万名来自全国各
地的演艺人才通宵达旦

表演杂技、舞蹈、武术等，引
得万人空巷，争相观看。

唐代实行宵禁，平日里
天一黑，城中就敲闭门鼓，
不许百姓外出，所有人都得
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元宵
节却是例外，朝廷暂时解除
宵禁，宫里宫外彻夜燃灯，
亮如白昼，洛城人可以彻夜
狂欢。

女皇武则天执政时期
的某个正月十五夜，大臣苏
味道打开他的“人眼摄像
机”，游走于洛阳城，录了一
段现场视频：“火树银花合，
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
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
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
夜，玉漏莫相催。”

那一夜，月光辉映灯
光，美女们打扮得光鲜亮
丽，走着唱着；火树银花，
车水马龙，天上人间，热闹
非凡。

宋代的元宵节也挺热
闹，赏灯活动会持续好几
天，普天同庆。

在我市很多地方，至今
仍有挂红灯笼的习俗。每
逢元宵节，家家户户都会在
大门口挂红灯笼。吃罢晚
饭，孩子们提着各种各样
的灯笼出门耍，处处欢
声笑语。

清心茶俗称油
茶，相比春节其他
油炸食物口味清
淡，要在正月十
六晚上喝。喝
罢它，就该清
清心，踏实
勤 俭 地 过
日子了。

元宵节过后喝清心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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