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菱齿象化石 1994 年出土于涧西区南
昌路，复原后躯体庞大，高 2.8 米、长 5.7 米。
古菱齿象生活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地方，该化
石的发现，说明当时河洛大地气候温暖湿
润，是人类生活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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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刊登电话：63330377 63330677 13939910018
地址：唐宫西路唐宫大厦8楼（西工小商品市场东隔壁）
法律顾问：河南洛浦律师事务所 卢晓昆主任13938849753

登声明 发公告
选《洛阳日报》

汽车租赁
●洛阳大佳轿车租赁69927557吕

万 顺 搬 家63350756
拆装空调家具搬钢琴 63350756

洛阳市住建委培训通知
根据省住建厅【2013】16

号文件，为完善我省建造师执
业资格制度，结合我省实际，
经省住建厅和市住建委批准
于 5月 20日举办第一批我市
《小型项目建造师》执业资格
培训班。请各施工、开发等资
质企业积极组织报名。
市住建委施工管理处 电话：63904286
市建设行业职工培训中心 电话：63026337

招 生

好好搬家80860696
全国长途15136332036

搬家大全

企业并购重组法律咨询
电话：13838869918

咨询代理

八中国际部十年啦
优秀的外籍教师及中方雅思助
教，实行小班化教学，为来自不
同家庭的孩子提供不同的留学
方案。随着往届国际部毕业生
移民，就业国外人数增多，我们
将免费为出国探望孩子的家长
办理签证手续60696919

出国留学

声明公告

洛阳市平乐正骨学校招生
平乐郭氏正骨已传承八代

200余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省级老字号。以传授郭氏正
骨为特色，已创办 20 余年，国
家承认学历，本校毕业可参加
医师考试，推荐就业。现招收
初、高中毕业生入校学习
电话：67812333 18937991345

洛阳市洛南城市信用社位
于洛郊关林商贸城1-2-51幢、
证号为字第 30184 号房屋所有
权证，声明遗失。

●人民电器招代理商13903793776
招商加盟

庆典礼仪
●源佳庆典13608469739晚会演出

房屋维修
●捷科房屋维修公司、旧房改造
基建维修、零星建筑 63275677

保存完整尤罕见

在洛阳博物馆二楼“河洛文明展”厅入口处，一个庞然
大物——古菱齿象化石引发市民极大兴趣。

我们看到，该古菱齿象化石呈行走状，躯体庞大，高2.8
米、长5.7米，两根门齿粗壮。

“这具古菱齿象化石，是1994年在涧西区南昌路一施
工工地发现的。”洛阳博物馆宣教部有关负责人胡寅介绍，
该化石深埋于17米深的地下，起初只有几小块。但随着考
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大象的四肢、肋骨、头部等越来越
多地呈现于考古工作者面前。后经有关专家确认：这是一
具古菱齿象化石！

胡寅说，虽然此前也有类似的大象化石在豫西地区出
土，但保存如此完整的化石非常罕见。

修复工作达三载

“考古发掘结束后，该古菱齿象化石被立即送到北京，
请专家进行修复并进行复原。”胡寅说，整个修复工作一直
持续3年之久。

为让市民一睹这一庞然大物的真容，1999年，古菱齿
象化石正式“进驻”洛阳博物馆。同时，为了保证展示效果，
专家们还给这头大象“配备”了一对石膏象牙。

胡寅说，由于体积庞大，古菱齿象化石陈展时颇费了一
番周折——工作人员首先对大象进行“分拆”，并进行编
号。待运抵洛阳博物馆后，工作人员又对其进行“组装”，光
这项工作就花费两天时间。

化石发现意义大

据相关人员介绍，自古菱齿象化石“常住”洛阳博物
馆后，一直是二楼“河洛文明展”厅的最大亮点，尤其深
受孩子们的喜欢。

“古菱齿象化石的发现，说明远古河洛大地的气候相当
温暖湿润，很适合人类生活、居住。”洛阳博物馆馆长谢虎军
说，化石通常是由于自然作用在地层中保存下来的生物的
遗体、遗迹以及生物体分解后的有机物残余。该古菱齿象
化石的发现，对研究古黄河河道的变迁以及古生物、古气
候，尤其是象类的迁徙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古菱齿象化石：
躯体庞大引人注目
保存完整实属罕见

文物名称：古菱齿象化石
文物年代：旧石器时代
出土时间：1994年
出土地点：涧西区南昌路

□本报记者 姜春晖 通讯员 孙海岩 文/图

古菱齿象

古菱齿象化石

九间房村位于宜阳县董王庄乡，这个村
名顾名思义，与九间房子有关，关于村名的来
历，村里流传着一个神奇的故事。

明朝末年，九间房村所在地土壤肥沃，村
民在此安居乐业。有一年，该村有一户人家
盖了一间房，并在墙角处栽植了一棵葡萄
树。谁知这棵葡萄树生命力很旺盛，一年时
间竟把这家主人新盖的房子遮得严严实实。

第二年，这家主人又盖了一间房，葡萄藤
很快又将第二间房子也爬满了。就这样，主
人每年都会新盖一间房，连续盖了七间。但
这棵葡萄树七年内将七间房子全部遮盖了。

直到第八年，这家主人想：我七年间一共
盖了七间房，但葡萄藤全都爬满了，今年，我一

次性盖两间房，看它能不能遮住。令人惊奇的
是，这棵葡萄树一下子将两间房爬满了。主人
十分惊讶，至此，他已经盖了九间房。

就在第九年的秋天，主人的妻子生了一
个胖小子，在胖小子出生的第二天，村里来了
一个算命先生，主动找上门来算命。算命先
生嘱咐主人说：“这孩子出生不到一百天时，
任何人不能抱到门外，不然，会出事的。”

在孩子出生的第九十九天，这户人家的一
个远房亲戚来看孩子，认为这孩子与其他孩子
不一样，非要把孩子抱到门外看看。主人无奈
只得让他抱出去。亲戚刚把孩子抱出门，忽
然，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顿时下起倾盆大
雨。大雨过后，天空又很快恢复了平静。

就在这时，亲戚抱着的孩子不知为什么
突然怪叫一声，不幸夭折了。没过几天，这户
主人栽植的葡萄也由青变黄，逐渐枯萎。

相传，这孩子是真龙天子，只是当时没有
遵守算命先生的话，所以不幸夭折。从此，这
个村就被叫作九间房村。

（赵佳 田义伟）

九间房村：葡萄藤下有故事“真龙天子”降于此

地名故事

黄杏灿然伊洛间
——漫话洛阳古代杏文化

古菱齿象是生活在距今1万年至20万年的晚期更
新世的大型哺乳动物，其主要活动区域是在华北、华东
等地区。由于这类象的臼齿磨蚀到一定程度后，齿板
的中央就会扩大呈菱形，因此而得名。古菱齿象一般
躯体庞大，尤其是二根门齿很粗壮。 （春晖）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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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树是中国著名的观赏树木，花如胭脂万点，占尽春风；果
供生食之外，还可制成杏干、杏脯；杏仁可供食用、榨油和药
用。洛阳是杏树的故里和杏文化的发源地，至今已有至少 3700
年的栽培史。东汉时期，洛阳杏文化从丝绸之路传至海外，影响
深远。

杏树栽培可考的历史是从夏
朝开始的。《夏小正》（中国现存最
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中国现存
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中写道，正
月杏树开花，“四月囿有见杏”。
囿，又称苑囿、囿圃，是上古时期的
帝王园林，里边种植果木蔬菜，散
养各种禽畜。

司马迁说：“三代之居，皆在河洛
之间。”这里的帝王园林代代传承，
杏、板栗、桃、李、枣，是当时园林中栽
培的五种主要水果，被称为“五果”。

至迟在东周时期，在伊洛河流
域已形成杏树的大规模种植。《山海
经·中次八经》说：“灵山，其木多桃
李梅杏。”此经所记之灵山，在女几

山（今宜阳花果山）东北方向，应是
洛阳的周山。周山之西有“洛阳八小
景”之一的“龙池金鱼”，此处直到北
宋仍有大片杏林。宋徽宗曾来洛游
龙池，并写《探春令》词：“帘旌微动，
峭寒天气，龙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犹
浅。又还是、春将半。清歌妙舞从头
按。等芳时开宴。记去年、对著东
风，曾许不负莺花愿。”今周山五龙沟
新种一片杏林，美景值得一观！

东周时期，周王室在邙山之上
修建杏邑，显然以杏林郁郁而命
名。公元前 514 年，周敬王联合晋
军出兵攻击王子朝，会战于杏邑，王
子朝兵败，遂“奉周之典籍”而奔
楚。此城直到东晋十六国时仍存。

东汉至北魏时期，杏树在洛阳
种植更加普遍。汉魏《洛阳宫殿簿》
说：“明光殿前杏一株，显阳殿前杏
六株，含章殿前杏四株。”曹魏至西
晋的华林园是一处著名的皇家园
林，园内有百果林。林间各有堂，有
桃花堂、杏花堂等。

杏，谐音“兴”，取兴旺、兴盛之
意，故当时的贵族庄园和普通民众
的院落，均种植杏树。西晋朱超石

《与兄书》说：“光武坟边杏甚美，今
奉送其核。”孟津光武帝陵园的杏很
好吃，朱超石专门将杏核寄给在老
家的兄长，让他在家乡种植。

在丰年时，杏是时令水果，遇到

灾年，则成了救命之物。北魏卢元
明《嵩高山记》说：“嵩高山东北有牛
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烂然黄茂。
自中国丧乱，百姓饥馑，皆资此为
命。”嵩高山即今嵩山，牛山即今偃
师牛心山，这里有一条沟，至今仍
称杏树沟。

隋唐时的洛阳，皇家园林、私
家园林皆多植杏树，在两京驿道
的宜阳、永宁（今洛宁）段，杏树成
为重要绿化树种，白居易《过永
宁》：“村杏野桃繁似雪,行人不醉
为谁开。”羊士谔《过三乡望女几
山》：“女几山头春雪消，路旁仙杏
发柔条。”

唐代洛阳赵村以杏花繁茂而闻
名全国，每当花开时节，这里都有大
批的赏花者，文人在这里置酒高会，
咏诗作赋。

白居易《游赵村杏花》：“赵村红
杏每年开，十五年来看几回。七十
三人难再到，今春来是别花来。”

赵村在何处？
冯宿《酬白乐天刘梦得》说：

“明岁杏园花下集，须知春色自东
来。”是说杏园所在的赵村，在洛阳
城东。

白居易《洛阳春赠刘李二宾
客》 说：“雪消洛阳堰，春入永通
门。”“明日期何处，杏花游赵村。”明
确指出赵村在永通门外。永通门为
洛阳城东门之一，在今贺村，从永通

门至伊河，为杏花种植区，河边也有
成片的竹林。

张万顷《东溪待苏户曹不至》诗
中道：“洛阳城东伊水西，千花万竹
使人迷。”这个区域就是大唐诗人赏
花的赵村。

赵村东南伊水之上有桥，名曰
午桥，直到北宋，这里仍是洛阳文人
杏园宴饮之处。两宋之际的洛阳词
人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
旧游》写道：“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
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
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
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
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北
宋末年的战乱，使赵村化为灰烬，千
年名胜至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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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居杏成林

汉唐名园多仙杏

乐天赏花游赵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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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无论是动物还是

植物，都是天上星宿之精气流布
到地上生出的，所以说“天一生
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因为
草木秉受了天之精气，故具备感
应之能力，如《典术》中说杏是木
星之精气。木星即岁星，杏林所
在之地即为福地。孔子设帐授
徒之地为杏坛，杏也就称为文明
之花。传说东汉有名医董奉，为
人治病从不收取医药费，只求病
愈之人为他栽种杏树。几年之
中，他的住地成了一片杏林，有
虎为其守林，虎守杏林因此也就
成为医界佳话，因而杏又为医药

之花。
正 因 为 杏 为 吉 祥 之 花 、文

明之花、医药之花，因此杏也成
了古代洛阳的美好使者。在东
汉之前，西方无杏。伟大的军
事家班超把杏树带到西域，种
植在沙漠的绿洲，杏树又从这
里移栽到中东和欧洲，最后走
向世界。

如今，洛阳的杏树太少，我们
冷落杏花太久了！目前，伊滨公园
正在建设，复原大唐赵村杏园等景
观很有必要！假如“杏花游赵村”
的美景再现，必将为洛阳旅游添一
道亮丽的色彩！

唐 代 诗 人 杜 牧 有 一 首《清
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
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历来
受人称道。但诗中的“杏花村”
在何处众说纷纭，那么，杜牧的

《清明》所指杏花村究竟是何处
呢？它实际上指的正是白居易
笔下的洛阳赵村。

杜牧《清明》诗作于大和二年（公
元828年）春。当年，杜牧在洛阳高
中进士，感到无限荣光。杜牧正月
参加考试，二月登第，闰三月又参
加在洛阳举行的殿试，以第四等及

第，此时正是杏花怒放之时。张籍
《喜王起侍郎放榜》说：“东风节气
近清明，车马争来满禁城。”这说
明，唐朝殿试放榜的日期是在清明
节前夕。

按照惯例，进士考试若在长安
举行，新科进士要到曲江宴游；进
士考试若在洛阳举行，新科进士要
到洛阳城东的东溪宴游。东溪是
引伊河之水入洛阳城的一条人工
渠，此渠贯穿赵村。东溪宴游的重
要活动是赏杏花和举行杏园会，而
杜牧的《清明》诗正是在此背景下
而作。

世人误读杏花村

“红杏出墙”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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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图 赵昌（北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