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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沟村现属于洛龙区，该村东与龙门相接，
南与伊川县为邻。据说该村村名的来历，与明
朝时期的一位官员有关。

相传该村在明朝时出了个身居高位之人，
此人姓毕，当地老百姓都叫他毕都堂。

据说毕都堂的母亲怀他的时候，有一天走
亲戚行至该村所在位置时，因为此处有两座山
岭相对峙，山岭中间有一条窄长的沟，毕都堂的
母亲怀有身孕，在此行走十分不便。

就在此时，天气骤然变化，乌云翻滚，并伴
有电闪雷鸣，使原本就荒凉的地方显得更加阴
森。突然，天空中响起一声炸雷，下起瓢泼大
雨，山洪奔涌而下。

但奇怪的是，凶猛的山洪来到毕都堂母亲
面前时竟徘徊不前，好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
挡了。此时，一个有力的声音响起：“毕都堂在
此，还不快快绕道而去！”此语一出，只见汹涌的
巨浪乖乖地分成两股，从毕都堂母亲的身边绕
了过去。

洪水退去后，人们发现毕都堂母亲安然无
恙，都十分惊奇，不久，毕都堂降生，人们纷纷猜
测这是个大富大贵之人。果然，毕都堂天生聪
颖，从小勤奋好学，长大后考中了状元。

此后，附近百姓认为此处风水好，纷纷迁居
于此，久而久之，这里便逐渐形成村落，村民根
据毕都堂的传说将村子起名毕沟村。

（赵佳 张俊望）

毕沟村：
都堂治水传说奇
百姓迁来祈平安

地名故事

“人间佳节惟寒食，
天下名园重洛阳。”北宋
的洛阳，名园相望，茂林
蔽天，繁花覆地，小桥流
水，曲径通幽。著名学
者、文学家李格非（词人
李清照之父）目睹洛阳
园林之盛，于宋绍圣二
年（公元 1095 年）写成了

《洛阳名园记》，记述名
重于当时的园林 19 处。
其中，以培植牡丹为主
的花园有三处：归仁园、
仁丰园、天王院花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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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目花开故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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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格非笔下的三大牡丹名园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宝花绽笑天王院

李格非笔下的三大牡丹名园，居
于首位的是归仁园。

归仁园是唐代宰相牛僧孺的园
子，北宋时为中书侍郎李清臣的园
子。“归仁”取自孔子的名言“克己复
礼，天下归仁焉”，是唐宋时期洛阳一
个街坊的名称，因为整个街坊就是一
座园林，故称“归仁园”。

该园东西和南北长均逾一里，自
北向南分为三部分：北部种有牡丹、
芍药一千多株，中部种有百余亩翠
竹，南部种植着成行的桃树、李树
等。归仁园北邻建春门大街，东邻城
垣，东北角即为建春门，其位置在今
安乐镇南董村一带。

牛僧孺是唐穆宗时的宰相，曾任
淮南(今江苏扬州)节度使、东都（洛阳）
留守。《旧唐书》说，牛僧孺识量弘远，

不拘小节，不顾非议，在洛阳建立宏大
的园子。他在任淮南节度使时，搜集
诸多嘉木怪石，运至洛阳的园子中。
经过数年苦心营建，该园成为馆宇清
华、木竹幽邃的一处著名私家园林。

白居易《题牛相公归仁里宅新成
小滩》中说：“平生见流水，见此转留
连。况此朱门内，君家新引泉。伊流
决一带，洛石砌千拳。与君三伏月，
满耳作潺湲。”这首诗作于牛僧孺初
为东都留守时。当时，牛僧孺对归仁
园进行改造，修了一个巨大的湖泊，
湖面之大是洛城之冠，清渠环绕，水
中砌石，形成小瀑布，有巴峡之感，中
间出现了一个小滩，即小岛。岛上放
了一块巨大的太湖石，白居易另写了
一篇《太湖石记》。

牛公已驾白鹤去，春色依旧满故

园。自唐至北宋，朝历七代，归仁园
更换了诸多主人，但名园风光依旧。
它的最后一任主人是李清臣。

李清臣，魏（今河北大名县西北）
人，宋神宗熙宁年间进士，历任翰林
学士、尚书左丞、中书侍郎。他与司
马光交好，抵制王安石变法，被贬退
西京洛阳。他购买归仁园后，对园林
进行认真修缮，增加牡丹亭等景点，
引进了诸多牡丹新品种。每当花开
时节，此园是司马光等诸多文人赏花
宴饮处。有一次，他们在归仁园赏
花。张崏吟：“只道人间无正色，今朝
初见洛阳春。”邵雍和：“造化从来不
负人，万般红绿见天真。”司马光吟：

“手摘青梅供挼酒，何须一一具杯
盘？”邵雍和：“饮水也须无限乐，况能
时复举杯盘。”

李格非笔下的三大牡丹名园，居
于第二位的是仁丰园。

仁丰园是北宋开国功臣李继勋
家族的私家园林。李继勋，祖籍大
名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从其祖
父起，李氏迁居洛阳。李继勋少年
时与洛阳夹马营的赵匡胤成为布衣
之交，后来，他们与石守信等八人结
成“义社十兄弟”，成为赵匡胤发动
陈桥兵变代后周建北宋的基本力
量。李继勋在剿灭北汉、统一北方
的四次大战中屡建功勋，曾任安国军
节度使、昭义军节度使等。在此期
间，他对洛阳李氏旧居进行了大规模
的营建。宅院建成后，宋太祖赵匡胤

取《国语》中的“畜义丰功谓之仁”的
典故，赐名“仁丰园”。李继勋的子孙
皆为名将，对仁丰园进行整修，使仁
丰园誉满天下。

仁丰园位于洛河南岸的睦仁坊
（今安乐镇白碛村北）。后汉乾祐三
年（公元 950 年），于睦仁坊建甘露
院，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皇家寺
院。仁丰园就位于甘露院之东。苏
辙在《洛阳李氏园池诗记》中指出，
该园林在洛阳首屈一指，因为洛阳
园林中所有品种的花卉，该园无不
具备。宋时洛阳的花卉品种经过花
匠们的辛勤培育，较之隋唐时已大
大增加，牡丹与芍药已有百余种，

桃、李、梅、杏、莲、菊也各有数十种
之多，再加上从山南海北移植过来
的奇花异卉如紫兰、茉莉、琼花等，
有千余种。这千余种花卉，在李氏
仁丰园内均可找到，这比当年唐代
的平泉山庄更为壮观。

李格非写《洛阳名园记》时，仁
丰 园 的 主 人 是 李 继 勋 的 孙 子 李
侯。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将军，仍
引水植竹，广种花卉，“求山谷之
乐”，喜与知识分子交往，士人名流
也乐得与他相识。李侯则利用这
一机会，邀请大家写诗留念。于
是，这所园林又成了士人名流舞文
弄墨之处。

李格非笔下的三大牡丹名园，居
于第三位的是天王院花园子。天王院
花园子位于宣风坊（今安乐镇聂湾村
一带）。此区域是隋朝贵族杨文思宅
第所在，杨文思去世后，隋炀帝将此宅
赐给东都留守樊子盖。唐朝时，此宅
归户部侍郎宗楚客，宗楚客被流放岭
南，此宅归唐中宗太子李重俊。神龙
三年（公元707 年），李重俊死于宫廷政
变，此宅改为皇家寺院崇因尼寺，后改
为安国寺。唐武宗“会昌灭佛”，此寺
被拆除。唐宣宗即位后又重新尊佛，
但此寺只复原了一小部分，称天王院，
其余部分都种植了牡丹。司马光《又
和安国寺及诸园赏牡丹》云：“洛邑牡
丹天下最，西南土沃得春多。一城奇
品推安国，四面名园接月波。山相著
书称上药，翰林弄笔作新歌。人间朱
粉无因学，浪把菱花百遍磨。”这首诗
赞美了安国寺即天王院的牡丹，为洛
阳奇品。

《洛阳名园记》说，洛阳花卉品种颇
多，而独以牡丹为花王，大凡园林都栽
种有牡丹。天王院花园子，观堂很少，
却有数十万株牡丹。城中靠种花、养花
而谋生的花匠们，携家带小在此园精心
培植管理牡丹。每逢牡丹花开时节，园
子里搭列布幛，围成售花处和乐队演奏
处，以迎接全城居民来游玩、赏花和买
花。名贵的姚黄等品种，一株竟值千钱
以上。这里显然是当时的牡丹公园和
牡丹文化产业中心。

李格非笔下的三大牡丹名园，都在
北宋末年毁于战火，但它们在中国园林
史和牡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假如
将此三处名园原址复原，必将为当代牡
丹文化史添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郑贞富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
“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在洛阳为官期间，发现“洛阳
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
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
游”。欧阳修看到此情此景后，大为感动，
于是便走访民间，将牡丹的栽培历史、品
种花色、命名原则、管理技术、育花环节、
防病方法及风俗民情等，进行详细调查研

究，总结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花木论
著——《洛阳牡丹记》，该书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

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从多方面反
映出，在宋代时，洛阳为全国牡丹的栽培
中心。他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至牡
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
丹也。

根据民间传说，欧阳修曾有两年因有
事错过了在洛阳赏花的时机。到了第三

年，牡丹仙子带他梦游八个花园，问他哪
个花园的花最漂亮，他说是第八个，而那
第八个花园正好就是洛阳。梦醒之后，
欧阳修特举办牡丹评选会，请那七个花
园的宾客来洛阳评花。这七个花园是延
州、青州、越州、陈州、亳州、曹州、丹州。
经过各地宾客反复筛选，大家最终一致
认为洛阳的牡丹才称得上是最佳。欧阳
修随即诗兴大发，赋《洛阳牡丹图》一首，
开宗明义便道：“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

尤为天下奇。”
正因为欧阳修对洛阳牡丹有着深厚

的感情，他一生写下许多与牡丹有关的
诗、词、赋，并广为流传。 （王蕾）

欧阳修：梦遇牡丹仙 盛赞洛阳花

金晃（图①）此花是目前牡丹园艺品
种中开花最晚的品种，蔷薇台阁形；花金黄
色，花朵侧开；植株矮小，枝粗硬；中型长
叶，叶面黄绿色。

金阳（图②）此花为特晚开花品种，皇
冠形；花金黄色，花朵侧垂；长叶，叶面粗糙。

黑道格拉斯（图③）此花为特晚开花品
种，荷花形或蔷薇形；花初开墨紫色，盛开深
红色，花朵侧垂；大型长叶，幼叶黄绿色。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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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国际牡丹园

聚天地聚天地之灵气之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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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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花开 郭劲松 画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的规定，现就蓬莱路、玻璃厂路、道北三路、东
环路等16条道路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有关内容公示如下，以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和
建议。

1. 建设项目概况
涧西区：次干路蓬莱路（西环路-武汉路）

（长1425米、宽45米）、北航路（青滇南路-青
岛路）（1097米、30米），总工期1年。

西工区：主干路光华路（道南路-唐宫中
路）（长 968 米、宽 50/40 米）、纱厂东路（金谷
园路-玻璃厂路）（长903米，宽40米）；次干路
玻璃厂路（道南路-唐宫中路）（长812.5米，宽
40/30 米）、健康东路（金谷园路-玻璃厂路）

（长828米，宽40/30米），总工期1年。
老城区：次干路道北三路（华山北路-经三

路、建华东路-洛孟路两段）（共长2963米，宽
30 米）、经三路（机场路-北环辅路）（长 1776
米，宽30米）、道北五路（龙泉路-经三路）（长
2873米，宽40米）；支路道北四路（华山路-国
花路）（长2598米，宽25米），总工期2年。

瀍河回族区：主干路东环路（310国道-启
明东路，同时加宽改造李城路）（共长1967米，
宽45.5/60米）、汉宫路（310国道-洛白路）（长
4285.481 米，宽 40/30 米）、启明东路（安居
路-规划路）（长767.2米，宽40米）；次干路华
林路（启明南路-消防路）（长 382 米，宽 30
米）、利民南街（利民东街-启明西路）（长347

米，宽 30 米）、爽明街（九都路-滨河路）（长
657.8米，宽30米）总工期2年。

项目拟于2013年开工同步建设。
2. 建设单位和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

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
联系人：郭冰冰
电话：13838887117
传真：0379-63926621
电子信箱：szk3935286@126.com
评价机构名称：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
联系人：陈光秀
电 话：0379-64819361

传 真：0379-64819222
电子信箱：804213169@qq.com
地址：471039 河南 洛阳 西苑路13号
3. 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环境调查；确定项目对区域环境和经济的

影响；针对影响，提出拟采取的环保措施，并评
价其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就项目的环境影
响和采取的环保措施，征询公众意见和建议；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报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审批。

4.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及方式
对项目的建设在环保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对项目

建设和区域环保问题提出建议。

洛阳市区16条道路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