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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洛阳市瀍河区有一条街道，叫铜驼巷，来源
于隋唐时期的铜驼陌，因巷口立有铜铸的骆驼而得名。
而骆驼，正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工具。

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在长安。之后，随着
都城东迁，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就延伸到了洛阳。汉魏时
期的洛阳城是个国际大都会，商贸繁盛，中外客商云集。
洛阳城南四里有一个大型国际贸易市场，位于洛水永桥
桥南，号曰四通市，民间称之为永桥市。这里设有供外

商休息居住的驿馆和宅院，史载“西夷来附者处崦嵫
馆”。那时，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到大秦（古罗马帝
国），百国千城客商争相到此贩货营商，也有不少域外的
客商在此安家定居，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

上世纪70年代，洛阳邙山北魏常山王元绍墓中出
土了两件文物“昆仑俑”和“卷发胡服”，有学者认为这是
典型的非洲裔形象，可见，当时以东都洛阳为起点的丝
绸之路向西已延伸到了非洲。

隋唐时期，东都洛阳的铜驼陌位于隋唐洛阳城的东
北隅，紧靠大型国际贸易市场“丰都市”，这里不仅商业
繁荣，环境也非常优美。北宋理学家邵雍有诗曰：“花深
柳暗铜驼陌，风暖莺娇金谷堤。”因此，铜驼暮雨跻身“洛
阳八大景”之一。

相较于铜驼，陶瓷骆驼更为常见，马和骆驼是唐三
彩中最常见的造型。1928年，洛阳邙山唐代墓葬中出土
了大量唐三彩随葬品，其中有一件骑驼乐舞三彩俑，尤
其引人注目。骆驼身姿矫健，似昂首嘶鸣，背驮三名拿
着乐器、姿态各异的乐俑，乐俑深目高鼻，络腮胡须，身
穿窄袖胡服，中亚胡人特征明显。

2009年，洛阳市将定鼎门遗址博物馆门前的广场命
名为“丝绸之路”广场，因为这里保留着古丝绸之路的真
实印迹——一大片晚唐时期人类的脚印、车辙和骆驼的
蹄印。考古人员这样推测：雨后的天街（隋唐洛阳城中
心大街），路面土质松软，中外商人赶着骆驼、驾着马车
匆匆进城出城，路面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又一场大雨
突然来袭，洪水携带大量淤泥，顺着天街向南流到了定
鼎门，迅速覆盖了路面上的痕迹。雨过天晴后，人们只
是平整了路面，淤泥并没有被清理。就这样，这些印痕
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一场大雨淤塞了道路，却保留了丝路起点驼铃声声
的实证。

万里丝路，荒沙漫漫，一程又一程跋涉的驼队，连通
了世界，融汇了文明。

驼铃声声向洛阳

乌龙院乌龙院（（下下））

辞别刘唐长街去，路遇阎婆生是非。

阎婆（阎惜姣之母）在长街遇宋江，拉扯其至乌龙院，并将二人锁在一室。宋江晨起急去，遗下招文袋，为阎惜
姣所拾。宋江回院索讨，阎惜姣逼宋江写休书交换，宋江应允照办，阎惜姣仍不还书信，宋江怒而杀阎惜姣逃走。

拉拉扯扯呼报官，直奔院外逃命去。百般应允皆不应，一刀丧命赴幽冥。一夜无言天光亮，昏昏沉沉失文袋。

一提“文房四宝”，几乎所有
人都知道，不就是笔、墨、纸、砚
吗？但最初的时候，“文房四宝”
是有特指和界定的，可不是所有
的笔、墨、纸、砚，都能够称为

“宝”。
“文房四宝”这个成语，起源

于五代十国时的南唐。有个叫
苏易简的文人，总结归纳了当时
笔、墨、纸、砚的生产、交流和使用情况，编成一本书，
题名为《文房四谱》。那时候，“文房四宝”特指产自安
徽宣城的诸葛笔、安徽徽州的李廷圭墨、安徽徽州的
澄心堂纸和安徽徽州婺源的龙尾砚。

到了宋代，“文房四宝”的内涵又有了变化，特指
浙江省湖州的湖笔、安徽省徽州的徽墨、安徽省泾县
的宣纸和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的端砚等。优中选优，
上中取上。此后，湖笔、徽墨、宣纸和端砚，成为文人
雅士的珍品，得之为乐，藏之为贵。

再后来，一些人把所有的笔、墨、纸、砚，都称为
“文房四宝”，你有“文房四宝”，我有“文房四宝”，他也
有“文房四宝”。只是此“四宝”，已非彼“四宝”。

春秋战国时，人们就发明了用竹片、草杆等蘸墨水
写字的办法，并把这种笔叫做“竹挺笔”和“草笔”。后
来又有人把竹管一头切开几瓣，中间绑上一些鸡毛、鸟

毛之类，就称为“鸡距笔”。
秦代的大将军蒙恬有一次

打猎，打到一只兔子。拎着兔子
走的时候，看着在地上来回晃动
的兔子尾巴，他灵机一动，觉得
可以用它做笔。蒙恬把兔子尾
巴碱化之后，装在竹杆头上，蘸
墨写字，果然收放自如，浓淡相
宜。

墨的发明者，传说是周宣王时期的画师邢夷。
有一次他到河边洗手，偶然发现一块烧过的松炭。
捡起来看，弄了一手黑。于是他把这块松炭晾干后
捣研成末，再加上一把锅灰，用糯米汤调和，做成长
方条固体，在太阳下晒干，就成为墨。邢夷觉得这个
东西像“黑土”，便把“黑土”两字合为一起，单字为

“墨”，史称“邢夷墨”。
砚台的出现，也在春秋时代。或者说，有墨即有

砚，有砚即有墨。但砚台是谁发明的，现在已无从可
考。因为有了墨之后，谁都可以找一块研墨的石板，
即为砚。

造纸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但古往今
来，有关“文房四宝”的能工巧匠和艺术大师，可谓成
千上万。他们创造、发明、弘扬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
书写文化，理当为后人景仰。

““文房四宝文房四宝””的故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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