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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安 山

早晨还没起床，就闻到一阵清香，大呼小叫问
母亲什么东西这么香？母亲在小院里乐呵呵地回
答：我拌了槐花菜，还蒸了槐花馍，赶紧起来尝尝！

带着笑意起床，心里甜甜的，不仅因为有清香
的槐花吃，还因为母亲这颗爱花的心。

从小到大的记忆里，母亲总是笑呵呵的，很少
因生活焦躁或者苦恼。童年时代，我们家很穷，买
不起新衣服，但母亲的针线活很好，可以给我和姐
姐做很多漂亮的衣服，她甚至会为了给一条裙子
配一条花边在纸上打很多遍草稿，反复斟酌用哪
一种花边最漂亮。

我曾经问过母亲，何必那么认真？没有人会
在意一条花边，但是母亲很严肃地对我说：“本来
就不是为了让别人在意，只是想让你记住，不管什
么样的日子，都需要一颗开花的心。”

小时候，我并不能真正理解母亲这番话的深
意，我只记得，从小到大，家里的花花草草很多：有母
亲从田间地头或者邻居家里移植过来的仙人掌、凤
仙花、向日葵之类乡间常见的植物；有母亲下地干活
回家的路上，顺便掐的那把野花；有母亲种下的开得
满院的野菊花；还有母亲用废弃的布头手工做的花；
甚至母亲在厨房蒸馒头，也要捏成花的形状，有时是
菊花，有时是玫瑰，还有的时候是莲花……

我常常看着那些花发呆，也常常看着花间
的母亲幸福满满。因为有爱花的母亲，因为有
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的母亲，我们家总是和谐
愉悦的，从来没有愁云惨雾笼罩，即便日子并不
富裕，但母亲却有一颗富足的心。她给我们的

惊喜和快乐很简单，但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却
是巨大的。

记得青春期时，我因为小时候调皮落下的满
身疤痕自卑，有一段时间不愿意和同龄的孩子接
触，甚至拒绝和同学说话。母亲说，不管哪种植
物，都有一颗开花的心，有时候别人看它是草，但
它也在努力向上。如果你自己没有这颗心，还让
别人怎么把你当花一样看待？

我渐渐走出阴霾，也开始坦然接受自己，就像
母亲说的，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开花的心，别人怎么
可能愿意和我交朋友？我不再惧怕身上的疤痕，
正如母亲从来没有惧怕过生活的艰难一样，迎着
阳光，自然就会有满心晴朗。

我学会了自重自爱，学会了独立坚强，当然更
学会了在生活中给自己制造乐趣，哪怕仅仅是一
朵小花，也可以让我惊喜不断。

成家之后，我渐渐明白母亲教给我的生活态度
妙处所在，我也努力传承母亲终极一生在努力营造
的家风精髓——坚韧倔强的灵魂、火热开花的心！

因为只要拥有一颗开花的心，再贫瘠的土壤
都影响不了果实，再窘迫的生活都不至于潦草，再
艰难的处境都不至于满心痛楚。

因为只要拥有一颗开花的心，即便是一棵草，
也可以用极致的方式，把生活演绎得多姿多彩；即
便是一种窘境，也可以用轻快的方式，把苦难看得
云淡风轻。

因为只要拥有一颗开花的心，快乐就会常伴
左右，心态就会平和宁静，而幸福也就不请自来。

开花的心 □ 苗君甫

旧枝抽新芽：东汉灵台终于可以预测地震了！
核心提示：中国最早的灵台遗址南200米，一座崭新的建筑——张衡地震台静静地伫立

在田野间，该地震台将承担区域内地震观测网的数据汇集、管理、分析处理任务，为地震监测
和应急救援提供一个现代化、数字化、信息化的管理平台。

在初中历史教科书里，大家对张衡的候风地动仪都不陌生，它是张衡发明的世界上最
早、也是第一架测验地震的仪器，在东汉最大的国家天文台——灵台连续使用达250余年。

灵台不仅是东汉的国家天文观测台，也是当时最大的天文台，它始建于东汉光武帝建武
中元元年(公元56年)，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一直沿用到西晋，毁于西晋末年的战乱。

灵台遗址，面积达44000平方米。其中心为一方形夯土高台，其基址南北长约41米，东
西宽约31米，高约8米。其顶部原来置放仪器，是观测天象的露天观测台。灵台遗址是我国
现存的最早的一座天文观测台遗迹，为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去年7月，我市开始在汉魏故城遗址东汉灵台南侧约200米处建设张衡地震台。市地震
局总工程师张培华介绍，目前张衡地震台正在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6月可以投用。
该地震台选址在灵台附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东汉灵台早已纳入遗址保护工程，周边开发有严格的限制，在此附近建设地震台，受外界
影响较小，可以准确监测地震信号。”张培华说，张衡地震台共打了两口深井，一口80米，一口310
米，所有的检测仪器都将放到深井中，在地下监测地震信号，以减少周围环境带来的影响。

在中国最早的地震灵台遗址附近建设地震台，其影响力和教育意义在全球也是独一无
二的。它将充分利用灵台遗址、张衡地动仪、洛阳十三朝古都等的品牌效应，增加公众的防
震减灾知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这个潜在优势也将为我区旅游发展及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
提供十分珍贵的资源。

“为纪念张衡在人类历史上对地震学科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特将此地震台命名为张衡
地震台。”张培华说，除了正常的科研监测任务，该地震台还将集中展示我国及世界地震史
料、监测仪器、科研成果等，作为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向参观者普及相关知识，增强公众的
应急避险能力。 （任宜彬 郭汀喜）

1960年，我刚入学，村里人还在“吃食堂”，农村生活
极其艰难。一次放学回家路上，我饿得慌，就偷偷溜进食
堂里偷拿了两个熟红薯塞进书包里。

到家后，我兴高采烈地向母亲“邀功”，结果母亲没有
夸奖我，而是在我脊梁上打了重重一巴掌，我委屈地哭
了，母亲一字一顿地说：“人要有骨气，饿死都不能偷，从
小就得有这种观念，人穷志不短，以后日子会好过的。”中
午，母亲领着我到食堂吃饭时，向负责人说了很多赔礼道
歉的话，并主动少领一个馍作为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的
惩罚。

1972年，我在离家6公里外的高中就读，学校允许吃
不起学生灶的学生每周三下午放学后可以回家取馍。有
一个周三，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我就没有回家。第二天上
午第二节下课，老师让我到校门口去，还没跑到校门口我
就看到母亲披着旧床单，手拄一根棍子，焦急地向里张望。

我还没说话，母亲就说：“昨天就把馍烙好了，你也没
回去。天不明就赶紧给你送来了，饿坏了吧？”我赶紧说，
同学捎来的馍给我吃了，我不饿。母亲说：“盖房要结实，
做人要老实。同学让你吃，你也让人家吃你的馍，别小
气。”当时，雨还在时断时续下着，母亲走了几步，又转身
叮嘱我：“吃同学的馍，一定记得还啊！”然后，拄着棍子，
捣着地面，一步一挪，走在回家的泥泞路上。看着母亲的
背影，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2001年 7月 21日，含辛茹苦一辈子的母亲，离我而
去了，没想到母亲走得那么突然，我的精神几近崩溃，放
声大哭，恨不能永远留住母亲。

如今，我在劳作之余，常常想起母亲的话，她那发自
内心深处的话，是我做人处世的至理名言。这名言给了
我永远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做人最起码的行
为准则。

永远的财富 □ 李金怀

东汉以洛阳为都，自公元 25年至公元 220年，共历
12帝，除末代皇帝献帝刘协外，其他 11个帝王死后均葬
于洛阳。从第二代皇帝明帝刘庄开始，东汉帝陵分南
北两个兆域（陵区的范围、四至），邙山上的北兆域有５
座帝陵，伊河以南的南兆域有６座帝陵，陵区内还分布
着众多的后妃和王公贵族的陪葬墓。据《帝王世纪》
载，南兆域 6 座帝陵从北到南的顺序依次是：桓帝刘志
宣陵，质帝刘缵静陵，明帝刘庄显节陵，章帝刘炟敬陵，
和帝刘肇慎陵，殇帝刘隆康陵。但南兆域 6座皇陵及整
个陵区的具体情况，最迟到清代就已经失考。

2006 年，洛阳市第二文物队配合郑西高铁施工进
行考古发掘时，在庞村镇白草坡村发现了一处东汉帝
陵陵园遗址，该遗址有相对比较齐整的建筑设置，墓葬
规模与邙山 5陵类似，符合史料记载中南兆域首陵的特
点，故初步判断此系明帝显节陵，基本处于整个陵区的
中间。由此一直困扰学术界的东汉帝陵南兆域的范围
渐趋明朗。

经进一步调查勘测，初步认为东汉南兆域帝陵基
本呈西北—东南走向，北起伊河南畔，南到万安山麓，6
陵自北而南，错落有致，162座陪葬墓分列其间，大致在
李村镇、庞村镇、寇店镇、高龙镇、大口乡、顾县镇范围
内，约 100多平方公里，被学界视为突破性的发现。

《后汉书》及《帝王世纪》载，明帝显节陵是这一陵
区的首陵，他选择陵墓位置的初衷，与其父光武帝一
样，一是薄葬，二是葬于大河附近——既然父亲选择了
黄河之南，明帝就选择了洛河之南，其后五代天子，均
把陵墓选择在此附近。从地理环境和风水角度看，这
一地区属于黄土台地，深垄高土，地下水位很低，非常
适合建立皇陵区，埋葬帝后、皇族和功勋大臣；其南枕
万安山，远眺伊洛水，与光武帝陵的地貌亦很相似。

据史料记载，明帝陵是不起坟的，说“文帝葬于灞

南，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宝，不起山陵”。与几个文
史爱好者探讨，皆以为薄葬并不等于不起坟、不置放陪
葬物品，而明帝想不想起坟，也不是他决定的，而由其
子章帝决定；即使明帝不起坟，在马太后死后陪葬显节
陵时，章帝也有可能对明帝的陵墓做一定的整修，所以
明帝陵是肯定有坟丘的，只是不会很高大。

在陵区的北端，墓冢相对比较密集，大家认为高崖
村东、火神凹村旁的两座东西并列的墓冢就是桓帝及
其皇后窦后的陵冢，即宣陵。

在白草坡村北、距火神凹大墓东南不远，有座残高
不足 10米的坟丘，可能是被梁冀毒杀的质帝的静陵；这
里也有两座很近的封土，有可能是质帝未封为后的王
妃，拟或冥婚的妃子墓。

章帝敬陵、和帝慎陵，大约在白草坡村以南九贤村
一带，在那里曾发现一些汉代的陶片和筒瓦坑。

至于短命小皇帝殇帝康陵，在整个陵区最南端，基
本在万安山下，估计古代就被移平，或者由于地质灾害
而导致封土无存。

躺在地下的这些帝王没清净多少日子，就被残暴、
贪婪的董卓给翻了个底朝天，这条饿狼派吕布遍掘东
汉帝陵与公卿陵墓，搜取金银珠宝以充军饷。不久，长
沙太守孙坚领兵进军大谷，与董卓大战于诸帝陵之间，
董卓抵敌不过，焚烧洛阳城败退渑池；孙坚进入已成一
片瓦砾的洛阳城，以太牢之礼祭祀诸帝，并下令整修了
帝陵，才引军而还，回到鲁阳。东晋的一首《七哀诗》，
再现了屡被盗掘的东汉诸帝陵的荒芜不堪：“园寝化为
墟，周围无遗堵。蒙笼荆棘生，蹊径蹬竟坚。狐兔窟其
中，荒芜不复扫。颓垄并垦友，明颖营农圃……”

2013 年，该陵区被纳入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位于伊滨区、占地 40 多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将
以建设文化遗址森林公园的形式予以保护。

东汉南兆域帝陵 □ 杨群灿

人文历史

至爱亲情

好家风是无价的传家宝。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家训，如司马光的《训俭示康》、诸葛亮的《诫子书》，还有《颜氏家训》

《朱子家训》等，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滋养了无数优秀儿女。对于普通百姓家庭来
讲，他们也许讲不出多少“文艺腔”，但鲜活的家风教育一直存在着，良好的家风也在传承着、传播
着。小编撷取几篇小文，来看一看平凡人家的家风……

灵台遗址灵台遗址 张衡和他的候风地动仪张衡和他的候风地动仪 即将投入使用的张衡地震台即将投入使用的张衡地震台

我家并不是诗礼之家，也不是书香门弟，父亲
年至古稀，不善言辞，只是一个“退休”的农民。关
于家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秉承的，也只是父亲眉
宇间的威严，和他坚守一生的“吃亏是福”。

小时候跟随父亲去卖西瓜，父亲从不会斤斤
计较，都是连卖带送，以至于有人买西瓜会刻意等
着父亲去。小时候的我数学好，给父亲算帐，说我
们吃亏了。父亲的道理很简单，说都是穷人，老人
孩子的，都不容易，自家地里的东西，有什么吃亏
的？于是，父亲有了许多外村的端茶递水的老朋友。

80年代初期，父亲随同村的包工头外出搞建
筑大半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工钱，同行的很多乡亲
堵住工头的门讨账，父亲也去了。可是听说工头

的母亲重病住院后，父亲再没有提起讨
要辛苦钱，直到现在。母亲埋怨父亲老
实人吃亏时，父亲笑笑说人家也不容
易，娘有病了总要先治病吧，再说也管

了多半年的饭。30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包工头，如今的花甲老人

成了父亲的知心好友，偶尔提起当年往事时，总是
愧疚和感激。

无论是当年第一次外出求学，还是参加工作，
父亲对我的交待都是这句话，“吃亏是福”。于是，
二十多年来，我除了认真工作，真诚待人，还真的
做到了安贫乐道，不怕吃亏，也就有了现在工作和
生活里的一群好朋友们，并且真心体会到了父亲

“吃亏是福”的意义。
女儿今年十五岁，正上初三，前几天她放学回

来，说学校有中招加分的项目，自己是独生子女也
想办，我给她解释了我们是非农户口，不能办。看
她有些丧气，我就对她说要不我们找个人看能不
能办吧。她想了想说：“算了吧，我相信我自己能
行，再说，找人办对其他人不公平”。我很高兴女
儿小小年纪能说到公平，更高兴她自信地说相信
自己能行。

这就是我的家，平平常常的几代人，认真学
习、努力工作、不怕吃苦、不怕吃亏、随遇而安、与
人为善，付出着也收获着，生活着也开心着。

吃亏是福 □ 郭朝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