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玉洋

庆利老师是书法家，也是诗人。他
的书法作品，笔意纵横，满纸烟云。作为
诗人，庆利几年前就有《泊然堂诗稿》刊
行于世，思考人生，讴歌生活，向人们展
示了作者诗歌创作的深厚功力。

不久前，庆利让我看他最近写的几
十首有关乡愁的诗歌。展卷饱览，掩卷
深思，我为作者在这几十首短章中流露
出的浓厚乡情乡愁所打动、所感染。乡
情乡愁是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念兹在
兹、始终不能忘情的一大传统，数不清
的诗人留下了数不清的诗篇，至今为人
们传诵。岁月不居，时光如水，乡愁总是
萦绕在亿万人心头挥之不去、愈益浓烈
的情结。留住青山绿水、黛瓦粉墙，留住
高树短草、鸟兽鱼虫，留住乡情乡愁，成
为人们发自内心的真情呐喊。所为者
何？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化的飞速
发展，吞噬着古老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
文化，几百年上千年来大量的人们习以
为常的生活习惯、消遣方式、日用器具、
地形方物瞬间或逐渐消失，大家过去如
影随形的东西被时代潮流抛弃。面对生
产生活方式巨大变化的冲击，人们徒唤
无奈，把自己的一怀愁绪、一腔怅然寄
托在对过去的思念怀恋上，用各种形式
抒发乡情乡愁。我想，当下多得难以计
数的真真假假的非遗项目、不可胜数的
戏曲歌舞诗词文赋，正是人们这种情绪
的表达和宣泄。在这一大合唱中，诗歌
无疑担纲了主角的作用。

庚子年春节，庆利返乡过年，写到
“不向东山久，春来乘兴游，摩崖犹可
辨，般若复焉求，有地皆成矿，无村不起
楼，经冬余野草，见说故园愁”。连片的
高楼替代了过去袅袅炊烟下的瓦房茅
屋，大片生长着五谷杂粮的田野建起了
现代化的厂矿，也切断了人们与土地联
系的纽带，给人们带来的种种酸甜苦辣
自不待言。读了这几句诗，我心中泛起
了阵阵涟漪。

庆利的笔下，充满了对乡村生活的
热爱和歌颂，不断唤起读者的共鸣。《小
雨忽来，闻家中新麦入仓》：“布谷声声
麦入仓，凉风挟雨过南窗。清思一点着
何处，老屋床头酒正香”，读罢不由让我
想起当年经历的情景，新麦入仓，小雨
来袭，怀着丰收的喜悦，人们把酒言欢，
醉意缭绕，颊齿留香，该是多么让人艳
羡的惬意啊！

“园中椿树欲生芽，荠菜田间点点
花 。一 夜 卧 听 连晓雨 ，朝 来 最 忙是农
家”，“樱桃红绽麦初黄，柳絮因风势更
狂 。一夏光 阴 今 又始，夜 来 未 妨是清
凉”，“柳絮因风旋作花，谁将心事付桑
麻 。山 中 父 老 应闲坐 ，不 话 烟霞话 种
瓜”，“矮墙斜出几黄花，闻道南山事豆
麻 ，望 眼 满 园 金 玉 挂 ，十分 秋 色是农
家”，等等。这些诗，平白如话，用笔老
到，几句白描，就是一幅天然恬淡的乡
村画图，让人们随着诗人的笔触感受美
丽的田园风光，享受大自然慷慨的馈
赠。

庆利的乡愁诗，充满了对家乡的关
爱牵挂。这应该是乡愁的核心。老家，老
家的一草一木、人情世事、风土器物，构
成了具象的乡愁。一枝一叶总关情。没
有对家乡刻骨铭心的爱，就没有真正的
乡愁乡情。从庆利的诗里，我感到了那
颗热爱家乡的拳拳之心。他写槐花，“相
思岁岁庭中树，梦里香飘月上时”；写绵
绵秋雨之夜，“青灯黯黯故园梦，半逐流
光半逐云”；他眺望月亮，“今夜故乡月，
苍 茫 云 海 间 。寒 蛩 声 断 续 ，独 立 一 人
看”；他思念家人，“重阳今又至，携酒且
还乡，老父尚能饮，东篱菊正黄”。这些
诗句，展示了一腔浓烈的赤子之心，对
家乡深沉的依恋关爱。家乡，惟有一个
家乡，惟有浓郁的乡愁，让庆利的诗凝
重中有飞扬之致，醲酽中含清丽之美，
读来滋味悠长，余香满口。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深沉的爱，可
以酝酿成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诗歌。
庆利的诗，才思富赡，诗情洋溢，引人入
胜，感人至深，就在于他满腔的乡愁和
对家乡的一片热爱。也愿意他更加努
力，当好时代的歌者，记录家乡，写好家
乡，创作更多更好的诗歌。

□云韶

最近，若说在网络上风头最劲的城市，非
洛阳莫属。端午节期间，舞蹈《洛神水赋》横空
出世，不仅让人了解了曹植与洛神之间缠绵悱
恻的精神之恋，也让人们再次认识了洛阳，这
座承载着中华民族辉煌与荣耀的千年古城。

在中国历史的星空中，洛阳无疑是一颗耀
眼的明星。从夏朝开始，洛阳便和中华民族的
发展紧密联系到了一起。十三个王朝，曾经在
洛阳定都，这为河洛地区留下了令人艳羡的文
化遗产。放眼全国，也只有“老搭档”西安以及
北京、南京可以匹敌。

因为洛阳地位特殊，历朝历代对其不乏赞
美之词。这其中，笔者最喜欢的便是“神都”这
个称谓。

中国有八大古都，但是能号称“神都”的，
只有洛阳。一个“神”字，足见洛阳气势之恢宏、
规模之庞大。

“神都”是武则天执政时，为洛阳取的新名
字。在此之前，洛阳是唐王朝的东都。虽然也带
着个“都”字，但大多数时间，都是作为长安的
陪衬出现的，也就是个陪都的角色。但武则天
执政之后，一反重视长安的惯例，开始擢升洛
阳的地位，不仅为它改了名字，还把全国的政
治文化经济的核心地位，送给了洛阳。洛阳就
此进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

武则天为何如此看重洛阳？有一种说法
是，她在长安坏事做尽，怕受到神灵谴责，到洛
阳是为了避难。鬼神之说，本就是妄谈，而且从
武则天到洛阳之后的一系列操作看，她本人是
个做事从不后悔的人。所谓的“避鬼神”说根本
站不住脚。其实，武则天喜欢洛阳的原因，是因
为这里的水运条件太便利了。

大运河的开凿，虽然要了隋朝的命，但是
对于唐朝而言，却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作为大
运河的中心，洛阳交通可谓非常便捷。《元河南
志》记载当时“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
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唐两京城坊
考》也说当时的洛阳，自然形成了一条东西水
路。这水路浩浩荡荡，上有天津桥，与“天津街”
陆路形成十字交叉。陆路上，车马行人络绎不
绝；水路上，船只帆影来来往往。

便捷的交通，让洛阳成为了粮食的集散
地。当时全国有名的大粮仓，如含嘉仓等，便在
洛阳。住在洛阳的人，可谓衣食不愁。反观长
安，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是灾情连连，关中地区
粮食连年减产，老百姓连自己都顾不上，哪有
余粮去供给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你是武
则天，也会做出舍长安就洛阳的举动。

据说武则天来到洛阳之后，非常关心洛阳
的城市建设。天街的位置，便是女皇亲自选定
的。这条街既然号称天街，附近的建筑自然而
然也就带着个“天”字，据洛阳当地文献资料记
载，武则天时期洛阳天街附近的建筑布局是这

样的：最南头是天阙(龙门)。然后
沿着南北中轴线，贯通南北的
这是定鼎门街，也或曰“天街”。
下来依次是天门(定鼎门)、天

宫寺、天汉 (洛水 )、天津
桥、天枢、应天门、天宫
(明堂)、天堂。一个城市
有这么多“天”字命名
的建筑，改名为“神
都”，并不为过。

在这些建
筑中，最引
人 注 目

的，当数天宫，也就是明堂。明堂是皇宫的正殿，又
叫万象神宫。明堂是儒家的礼制建筑，为古代帝王
明政教之场所，凡祭祀、朝会、庆赏、选士等大礼典
均在此举行。武则天以独特的方式和创新精神
建造明堂，她一反过去执拗于周制的复古传统
和呆板的单层建筑模式，又在内涵上继承了传
统明堂“象天法地”的设计原则。武氏明堂上圆
下方的建筑形制，开创了以后中国古代明堂建
筑由方到圆的先河，它所体现出的天子与天相
通、象征性表达四时、十二时辰、二十四节气以及
四面八方、天人合一、天圆地方等宇宙时空观的思
想。明清时期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就参考了武则天
明堂的建筑特点。

可惜的是，这座明堂毁于薛怀义与张易之
兄弟的争风吃醋。后来，武则天又建一座明堂。
新的明堂高度达到294尺，体现出了武周帝国
的霸道气象。

毫无疑问，武则天时期的洛阳，是这座城
市发展史上的巅峰，其影响力甚至影响到了海
外。众所周知，日本自大化改新之后，便开始学
习中华文化，光遣唐使就派遣了好几批。他们
的都城建造就是仿照长安、洛阳的形制修建
的。至今，日本人去京都，还说“上洛”。

不过，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洛阳繁华之
后，迎接它的是千年没落。武则天退位之后，李
唐复辟，唐王朝将统治中心重新转向了长安。
此后，虽然有开元盛世的盛景，但安史之乱的
发生，让唐王朝就此一蹶不振，连首都长安，都
成为了回纥、吐蕃手中的玩物，“国都六陷，天
子九迁”，唐王朝的没落，也带走了属于洛阳的
辉煌。

此后虽然后梁、后唐、后晋还在洛阳建都，
但是这些王朝都属于割据政权，洛阳的影响力
已经大不如前。北宋时，洛阳甚至成为了“年轻
人”汴梁的陪衬。虽然很“憋屈”，但这已是洛阳
最后的辉煌了。自辽金开始，北京开始成为历
朝历代定都的首选，北邙山下的荒丘，已经无
人记得了。

以这个角度来审视“神都”这个名称，必然
会生出无限感慨。一方面，它象征着洛阳的辉
煌，另一方面，它也映衬了洛阳的落寞。曾经洛
阳确实很繁华，但是在元朝之后，人们只知道
他们的牡丹花。一个以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闻名
的城市，竟然靠着一朵花维持知名度，这实在
是让人感伤不已。

新中国成立之后，洛阳的命运迎来了转
机。虽然没有成为首都，也没有成为省会，但是
国家还是非常重视这座千年名城发展的。在第
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洛阳分到了不少大项目，
这奠定了城市的工业基础。此后，随着郑州的
崛起和“郑汴一体化”策略的出台，洛阳有了自
己的发展空间。如今的洛阳，已经成为河南省
第二经济大市。

毫无疑问，洛阳正走在复兴的道路上。不
过，也许是洛阳沉寂太久了，面对《洛神水赋》
爆红后，舆论铺天盖地对洛阳的关注，很多洛
阳人显得“不适应”。其实，大家不必如此，这只
是洛阳复兴之路上的一个小插曲。对于一个拥
有辉煌灿烂历史的城市来说，被人关注是正常
的，洛阳接下来要做的，是继续挖掘自己的历
史文化资源并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向年轻人做
推广。最终，将“历史上的洛阳”与“现实中的洛
阳”结合在一起，实现洛阳的“长红”。

洛阳的“出圈”也给了其他城市启迪。以笔
者所在的济南市来说，也是一个拥有千年历史
的古城，历史遗迹、文化名人更是灿若星斗。其
实，济南也有能力像洛阳一样“出圈”，关键是
看怎么干。希望洛阳这次“走红”，能引领一个
各地展示历史文化的潮流。而当这种历史文化
潮流汇聚成海，年轻人的文化自信自然也就建
立起来了。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如
今“春风”已至，洛阳的春天就在不远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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