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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唐朝中期著名政治家、诗人。在洛阳八大
景中，有一景叫“平泉朝游”。此景涉及一个山庄别墅
即平泉山庄，平泉山庄的主人就是李德裕。

唐代社会繁荣，贵族喜欢热闹，越是鲜艳的颜色，
越是张扬的花卉，越是绚丽的花容，越是多彩的花色，
越能适应这种炫富逐艳的社会风气。这种审美情趣既
表现在赏花上也体现于诗赋中，真实地展现了唐代人
意气雄放的精神气质。自唐代以来，牡丹渐成富贵意
象，成为富贵花和盛世花。

李德裕不仅在政治上有重大建树，同时也爱赏牡
丹、爱吟诗作赋。在描绘牡丹时，他喜欢用华丽词
句，这符合唐代人的审美取向。《牡丹赋》是李德裕较
为有名的一篇赋。这篇赋就是他针对洛阳牡丹，特
别是针对平泉山庄的牡丹所写。李德裕极力铺陈、
渲染牡丹开放时的热烈和娇艳，“其盛也，若紧芝连
叶，鸳雏比翼”，也写出了他面对花开花落时的复杂
心情。在这首诗的最后，诗人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
牡丹虽然花期短，但年年都会开放，人们虽然寿命
长，但还是无法与牡丹相比。“有百岁之芳丛，无昔日
之通侯”，世间有百年的园林花木，却没有永远的王
侯将相，与其感叹牡丹一时的凋零，还不如忘掉忧
愁，珍惜生活。 （王蕾）

李德裕：
感牡丹之凋零
叹富贵难长久

洛阳是隋唐的东
京 ，五 代 和 北 宋 的 西
京。五代、北宋时，为
了与隋唐西京长安相
区别，人们习惯上把洛
阳 称 为 洛 京 或 京 洛 。
在这个时期，洛阳牡丹
传入四川，人们称之为
京花，而把本地牡丹称
为川花。两宋之际，金
国大将金兀术火焚洛
京，由于洛阳牡丹的很
多名品在此之前已传
到四川等地，才得以传
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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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牡丹入四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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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蜀的建立者是许州（今舞
阳）人王建。王建年轻时不务正
业，大家都很讨厌他。王建在家
乡混不下去，就到了洛阳，在花商
徐太公手下从事牡丹等花木生
意。黄巢起兵后，朝廷在洛阳招
募兵士，徐太公见王建勇武有力，
就建议他从军。王建从军后，迅
速成为唐军的八大将军之一，在
剿灭黄巢的战争中屡建奇功。黄
巢败亡后，他被封为节度使镇守
四川，并被封为蜀王。公元 907
年，朱温篡夺唐朝政权建立后梁，
定都于开封（后迁洛阳）。王建割
据称帝，国号蜀，以成都为都，史
称前蜀。

五代、北宋时，四川学者黄休
复《茅亭客话》载，在前蜀之前，四
川没有牡丹，“至伪王氏，自京洛
及梁洋间移植（牡丹），广开池沼，
创立台榭，奇异花木，怪石修竹，
无所不有，署其苑曰：宣华”。文
中的“伪王氏”是作者对前蜀君主
王建的蔑称，“京洛及梁洋间”指
的是洛阳、梁州（今陕西汉中）和
洋县，说前蜀牡丹是王建从这些
地方移植的。

牡丹进入四川的引种者是徐
延琼，他是洛阳徐太公之子。王
建称帝后想建宣华苑，想到了洛
阳牡丹，就派专人到洛阳去接徐
太公一家，同时请他们把洛阳各
品种牡丹的种苗一并带到蜀国。
徐家很高兴，就购齐了各种牡丹
种苗，历经艰辛，举家到了成都，
把牡丹成功地种在宣华苑中。

《十国春秋》载，徐延琼的两
个妹妹都貌美如花，王建将她们
纳入后宫皆封为妃。大徐妃生子
王衍，在王建去世后继承了帝位。

徐延琼营建豪华的宅第，不
惜重金购置牡丹新品种，于是牡
丹进入前蜀的贵族宅第中。王衍
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在宣华苑扩
大牡丹种植面积，皇室贵胄喜爱
牡丹成一时之风。

寿安红是牡丹的一个品种，分两
种，一种是细叶寿安红，另一种是粗叶
寿安红，都是千叶红花，在后唐时见于
寿安县（今宜阳县）锦屏山中，由寿安县
令献给皇帝，在皇家园林中栽植成功。

从隋朝开始，洛阳牡丹的花王已历
数届，隋朝时花王是颤风娇，盛唐时期
是一捻红，到后唐时寿安红成为花王，
并传入四川。此时的四川已江山易主。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 925
年），后唐遣魏王李继岌、大将郭崇韬、
驸马孟知祥发兵攻蜀，28岁的前蜀后

主王衍和宰相徐延琼等被灭族。孟知
祥因皇亲之故，被任命为蜀地的军政
长官。次年四月，后唐庄宗在兵变中
被杀，魏王李继岌在渭南（今属陕西）
被害。大将李嗣源窃取政权，在洛阳
称帝，是为后唐明宗。在后唐朝廷发
生这一大变动后，孟知祥萌生了据蜀
中称王的念头，对于来自后唐朝廷的
命令开始实行抵制的政策，不再缴纳
租税。

孟知祥要求后唐明宗给他独自
治理四川的权力，明宗答应了他，封

孟知祥为蜀王，同时赐以宫中培育的
花王寿安红，以示恩宠。

孟知祥喜欢花木，因此前蜀时的
皇家园林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牡丹花
开时节，他常带蜀地官员赏花。见到
寿安红后，他很高兴，将其种在园子
里。这样，成都牡丹又增加了一个新
品种。

后唐明宗一死，孟知祥就在成都
正式称帝，建国号蜀，史称后蜀，是为
后蜀前主，时为后唐应顺元年（公元
934年）闰正月。

孟知祥称帝的当年六月在一次
酒宴上突然发病去世，其子孟昶即
位，史称后主。孟昶爱牡丹如命，人
称花痴天子。南宋胡元质《牡丹记》
说，孟昶在宣华苑广植牡丹，“名之
曰牡丹苑”。

孟昶大面积种植牡丹，种苗从
何而来？他的爱妃花蕊夫人在《宫
词五十八》中写道：“牡丹移向苑中
栽，尽是藩方进入来。未到末春缘
地暖，数般颜色一时开。”“藩方”指
藩属之国即后晋，孟昶即位不久，后
唐大将石敬瑭借契丹兵灭后唐，建
立后晋。石敬瑭畏惧后蜀，所以向
契丹和后蜀同时称臣，甘为两国的

藩国。孟昶喜欢牡丹，就让后晋进
贡了大量牡丹种苗。

孟昶登基后的第九年，牡丹苑
中出现了一个奇迹，《牡丹记》载：

“牡丹双开者十，黄者白者三，红白
相间者四，后主宴苑中赏之，花至盛
矣。有深红、浅红、深紫、浅紫、淡
黄、钷黄、洁白、正晕、倒晕、金含
稜、银含稜、旁枝副、搏合欢，重台
至五十叶，面径七八寸，有檀心如墨
者，香闻至五十步。”孟昶大开宴
筵，请百官和命妇前来赏花，花蕊夫
人咏诗道：“殿前排宴赏花开，宫女
侵晨探几回。斜望花开遥举袖，传
声宣唤近臣来。”

孟昶赏花后把牡丹的新奇品种
赏给群臣，于是宫苑牡丹很快就种
在了群臣的后花园里。孟昶每月给
后宫三千佳丽发买花费让她们去花
市购花。

后蜀以牡丹而兴盛，也因牡丹
而亡国。北宋乾德三年（公元 965
年）春，宋太祖发兵击蜀，从开封到
成都城下，仅用了两个多月，其间竟
未遇抵抗。宋军兵临城下之时，孟
昶和文武百官都在饮酒赏花，一个
个醉得人事不省。14 万成都守军
群龙无首，不战而降，成了战俘的花
蕊夫人对他的战俘老公叹道：“十四
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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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国际牡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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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世界汇世界之精品之精品

地址：洛阳市机场路22号
电话：6062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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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赵抃（biàn）《成都记》载：
“彭门牡丹在蜀为第一，洛阳花最
盛，独彭门有小洛阳之称。”南宋陆
游《天彭牡丹谱》说：“牡丹在中州，
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彭
门、天彭均指彭州。

在前后蜀之前，川地牡丹多为野
生且单瓣，被称为川花。陆游说，川
人尤贱川花，根本无人买。两蜀时
期，彭州为辅郡，军政长官都是皇亲
国戚，他们把皇帝赏赐的牡丹栽在了

彭州，这里的土地又适合牡丹的生
长，因此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发展。

北宋末年到南宋时，彭州牡丹达
到极盛。陆游说：“天彭号小西京，以
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遗风……往往即
花盛处，张饮帟幕，车马歌吹相属。”
这是南宋彭州的赏花盛况，与北宋洛
阳极为相似。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宋
之际洛阳人迁入四川的不下 10 万
人，这里有大批的花工，把养花技术
和花俗也带到这里。这个时期，彭州

牡丹增加了 65 个新品种，这是京花
和川花嫁接交融后形成的，两种牡丹
借彭州、洛阳花工之手，成功地实现
了历史的对话。

川花京花共芳菲，牡丹作为友
好的使者，穿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到了四川，谱就了洛阳与成都、彭州
的千秋友谊。如今，我们更应以花
为媒，加强与成都等城市的经济文
化交流，共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
为洛阳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程颢、程颐为同胞兄弟，出生于黄州黄陂县（今属
武汉市）。二人为北宋著名的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奠基
者，被后人称为二程。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程
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兄弟二人久居洛阳讲学，
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洛学。 程颢、程颐死后均葬于伊川
县荆山脚下（今县城西郊）的墓园中。

数百年间频重修

二程去世后，被门徒们葬在今伊川县荆山脚下的
程园中。程园始建于公元1108年，包括祠堂、墓地两
部分。祠堂包括祭堂三间、卷棚三间、东西厢房各三
间，另有明清时石碑数十方，包括明宣德和清康熙、乾
隆、嘉庆年间的重修碑。墓地和祠堂四周有围墙，周围
可见石马、石羊、石虎。

墓地有三个墓冢，两前一后，前者为程颢、程颐之
墓，后者是其父亲之墓，意为父抱子，墓冢保存良好。
每个墓冢周围各砌有青石护墙，墓冢前分别竖有刻着

“宋儒程伯温先生墓”“宋儒程明道先生墓”“宋儒程伊
川先生墓”字样的高大青石墓碑。现存墓碑均为清雍
正四年（公元1726年）所立。

墓地东西长 205 米、南北宽 138.8 米，占地 40 余
亩，古柏森森，肃穆幽静。

1963年，程园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86年开始，伊川县政府大力修缮程园，新建山门
和围墙，成立了程园文物管理所，加强对程园的文物保
护管理工作。目前，程园内除二程及其父的墓冢外，还
有其子女及二程叔父的墓冢。2004年，伊川县政府投
资190余万元，对程园内外进行全面整修，修建了程园
广场。

二程墓园将展新颜

2008年，伊川县与相关捐资企业签订协议，将把
程园扩建成占地300余亩的程林文化园。目前，扩建
工程正在紧张进行。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将建成的程
林文化园分为三部分。

东侧区域为书院文化区，将根据相关典故重建一
座“伊川书院”。建筑群采用四合院式布局，与周边园
林景观相结合，整体风格古朴雅致。

西侧区域为程林祭拜区。游客穿过祭拜区内主要
仿古建筑之一的神道，就可以看到程颢、程颐的墓冢。

中间区域为程庙纪念区，按照规划，该区域根据宋
代建筑特点，参照颜庙、孟庙的规格和形制修建。程庙
为三进院落，中轴线上从南至北依次为华表、崇礼门、
崇理殿、授理殿等建筑。各进院落设有配殿，中心院落
中还设有方形泮池等设施。

（王蕾 李敏）

二程同创洛学
死后共葬伊川

伊川先生程颐墓碑

中国牡丹芍药协会新品种专家组成员、国际牡丹园高级工程师张淑玲介绍——
黑花魁（图①）此花为中开花品种，著名的黑牡丹品种之一，菊花形；花墨紫色，花瓣宽大圆整，向内逐渐变小；

株型矮，枝较细；中型圆叶，叶柄紫褐色，叶面深绿色，有淡紫色晕；成花率高。
芳纪（图②）此花鲜红色，蔷薇形；花瓣多轮，瓣基有少量紫斑；株型高大，直立；中型长叶，叶背密生绒毛，叶片

宽大，黄绿色。
玉玺映月（图③）此花为中开花品种，皇冠形，有时呈托桂形；花淡黄色；株型中高，枝硬；中型圆叶，叶面黄绿

色；成花率高。 （图片由国际牡丹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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