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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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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茂林列芳梨
——洛阳梨文化杂谈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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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听讼梨树下

韩寿偷香：
异域奇香入中原
才子佳人促姻缘

本报记者 武怡晗

成语词典

【成语】韩寿偷香
【人物】韩寿
【释意】比喻男女暗中通情。
【出处】《晋书·贾充列传 （孙）贾谧》：时

西域有贡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帝甚贵之，
惟以赐充及大司马陈骞。其女密盗以遗寿，充
僚属与寿燕处，闻其芬馥，称之于充。

梨素有“百果之宗”的美誉，在世界果品市场上，苹
果、梨和橙子被称为“三大果霸”。洛阳是梨属植物的
中心发源地之一，据《诗经》等古籍记载，洛阳梨树栽培
的历史是从西周开始的。在梨树的长期栽培中，洛阳
选育了很多优良品种，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梨文化。

召公，又称“邵公”“召康公”，姓姬
名奭（shì），助武王灭商，在周成王的
时候，召公位居三公。

召公很受广大民众的拥戴。《史
记·燕召公世家》说：“召公巡行乡邑，
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
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
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

《甘棠》之诗。”这是说，召公到乡村城镇
巡察，看到有一棵棠树，他就在树下判
断官司，处理政事。召公去世后，当地民
众思念他，感怀那棵棠树，不舍得砍伐，
并且歌咏它，作了名为《甘棠》的诗篇。
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
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甘棠是什么？朱熹《诗集传》注：甘
棠，杜梨也。白者为棠，赤者为杜。甘
棠就是现在俗称为梨树的一种，是没
嫁接过的野生梨树。这野生的梨树根
据果子的甜与涩，分为棠梨和杜梨。
棠梨的果子甜，是用来嫁接果梨的最
好的砧木；杜梨的果子涩，嫁接出的

果子也就次一等。召伯就是在甜梨树
下办公的。

《括地志》说：“召伯庙在洛州寿安
县西北五里。召公听讼甘棠之下，周人
思之，不伐其树，后人怀其德，因立庙，
有棠，在九曲城东阜上。”寿安县，即今
宜阳县。召伯听政处位于宜阳县西北
4 公里处郑卢路北侧的甘棠村。甘棠
为古代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站旁
生长着茂盛的棠梨树，三月花如白雪，
八月果实累累，风景秀丽迷人。召公在
此听政后，人们看到这棵棠梨树就好
像看到召伯，把这棵树看成是召伯的
象征，纷纷歌咏以示怀念，因而这个村
庄就叫作甘棠村。

宜阳八景之一的“棠林秋清”就是
指甘棠村的甘棠树林。周代时甘棠设
有驿站，唐时又建有甘棠馆，这里池塘
苑囿，茂林修竹，青山绿水，花木峥嵘，
风景秀美。“公馆似仙家，池清竹径斜，
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就是当时
甘棠秀美风光的写照。历史上名人雅
士多会于此，往来游者，络绎不绝。

汉代以后，河洛地区遍种梨树。
《汉书》说：“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
梨，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说明这时已
出现较大的梨树种植园。“张公梨”作
为一个名优梨树品种，便在这里培育
成功。

《广志》说：“洛阳北邙山有张公
梨，甚甘。”这里的张公指张道陵。张
道陵，东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
年轻时入洛阳太学，通晓天文、地理、
诸子、五经，东汉永平二年（公元 59
年）拜巴郡江州（今重庆）令，时年 26
岁。因素志于黄老之道，他见世风日
下，不久弃官隐于北邙山上清宫，创立
天师道，汉章帝、和帝征诏皆不就，后
与弟子王长赴四川鹤鸣山传道。张公
梨就是由张道陵在北邙山培育成功而

被洛阳人引种各处的。
与张公梨齐名的是大谷梨。西晋

潘岳《闲居赋》曰：“张公大谷之梨，溧
侯乌椑之柿。”王廙（yì）《洛都赋》说：

“梨则大谷冬紫，张公秋黄。”大谷，在
洛阳东南，是嵩山与龙门山间的山
谷。《洛阳记》说：“大谷，洛城南五十
里，旧名通谷。”谷纵深15公里，谷两
侧溪水潺潺，群峰屹立，灌木丛生。此
谷为汉魏洛阳京城正前方的一道门
户，东西有牛心山、牛嘴山、老羊坡、歪
嘴山、大风山等，峰峦起伏，风光秀丽，
是东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为镇压
黄巾起义所置八关之一。大谷关遗址
在今伊滨区寇店镇水泉村。

大谷梨是初冬成熟的紫梨，张公
梨是初秋成熟的黄梨。

皇家禁苑多种梨，西晋王赞《梨
颂》说：“太康十年，梨树西枝，其条与
中枝合，生于玄圃园。皇太子令侍臣作
颂。”玄圃园就是西晋洛阳的皇家园
林。《晋令》说：“诸宫有梨，守护者置吏
一人。”为了看护皇宫的梨，专门置官
吏，可见皇室对梨的重视。

唐代时，洛阳皇家园林中有专门
的梨园，玄宗常在梨园赏花、品果、听
乐，于是就在这里成立了专门的音乐
机构，名字就叫梨园。

唐玄宗时的三个梨园，一个主要
负责表演法曲，艺人要随侍皇帝左右
并担任唐玄宗新作的试奏任务；一个
设在洛阳的太常寺里，称为“梨园新
院”，主要负责演奏各种民间音乐；一
个设在长安的太常寺里，称为“太常梨
园别教院”，主要负责试奏艺人创作的

法曲。
在这些音乐机构中，随侍皇帝左

右的有从坐部伎里选出的优秀男乐工
300人，还有女乐工几百人，他们全由
唐玄宗亲自指导，称为“皇帝梨园弟
子”，艺术水平最高。洛阳的梨园新院
有乐工1500人。

洛阳梨园新院中的优秀音乐家为
数甚多，例如开元年间的歌唱家许和
子。她长得漂亮，人也聪明，很会唱歌，

“能变新声”。有一次，唐玄宗在洛阳勤
政楼举行“大酺（pú）”（与民同乐的宴
会），聚观群众甚多，喧哗之声使伴奏
百戏的音乐都听不见了。唐玄宗大为
愤怒，高力士马上献策说：只要让许和
子出来唱一曲，一定可以制止喧哗。唐
玄宗同意了，于是许和子就撩鬓举袂，
唱了一曲，顿时广场上鸦雀无声。

邙山大谷出名梨

风流少年入相府 千金小姐许芳心
韩寿是三国时魏司徒韩暨的曾孙，家世出众，年少

风流。后来，他投在西晋权臣贾充门下，希望加官晋爵。
贾充的长女贾南风嫁于太子司马衷，小女贾午尚

未许配于人。虽然贾南风因矮胖丑陋被后人称为丑后，
但她的妹妹贾午容颜姣美。

来到洛阳，进入贾充的府邸，韩寿不卑不亢，对答
如流。贾充十分欣赏，任他为司空掾，相府的文牍此后
多出自韩寿之手。

每次宴请宾朋，贾充必让韩寿同席作陪。初入幕
府，韩寿言行还有几分拘束，渐渐地，他放开了胆量，常
酒后高谈阔论，座中的宾客都为他倾倒。

一天，贾充又在家中宴请宾朋，酒酣之际，韩寿兴
之所至，又开始口若悬河。情窦初开的贾午在屏风后窥
视，等到酒阑席散，她还在那里呆呆站着，侍婢叫她，方
才回过神来。回到房中，贾午便问侍婢那席间的少年是
谁，侍婢称是韩寿，并说是府中的掾吏。

自见过韩寿，贾午竟得了相思病，甚至睡梦中也时
常念叨他的名字。见此，她的贴身婢女悄悄潜至幕府中
去见韩寿，转达贾午对他的思念。于是韩寿答应与贾午
约定相见。

奇香之味露玄机 流传千年成韵事
约定当日，韩寿趁着夜色翻墙跳入贾府与贾午幽

会。此后，韩寿便常常与贾午私下相见。
过了一段时间，贾充忽然发觉贾午喜欢上了打扮。

在召集手下官员相会时，又闻到韩寿身上有一种奇异
的香气。发出这种香气的香料，是外国进贡的奇香，一
沾到身上，几个月也不会消失。

因为晋武帝只把这种香料赐给了贾充和陈骞，所以
贾充怀疑韩寿与自己的女儿私会。他假装府中失窃，派
人检查院墙。家丁回禀：“其他地方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只有东北角的院墙好像有人爬过的痕迹。”

贾充审问女儿身边的侍女后知道了实情，便把贾
午许配给韩寿。

北宋欧阳修有《望江南》一词：“江南蝶，斜日一双双。
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天赋与轻狂。微雨后，
薄翅腻烟光。才伴游蜂来小院，又随飞絮过东墙。长是为
花忙。”此词就说到了这个故事。后世许多戏曲传奇情节，
也都出自韩寿和贾午相识相爱这段故事，如《西厢记》中
张生跳墙私会崔莺莺，就与韩寿偷香的故事如出一辙。

韩寿偷香的故事不仅在洛阳流传，还与相如窃玉、张
敞画眉、沈约瘦腰合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风流韵事。

孟津县会盟镇有座还金山。起初，
该山名为宋家山，关于改名，当地流传
着一个美好的传说。

相传清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的
一天，陕西省三原县人秦泰从偃师到孟
津贩卖棉花，他将做生意的本钱170两
白银放在牲口身上，在宋家山下山时不
慎遗失。起初秦泰没有发觉，直到走了
很远才发现银两不见了，便赶紧沿原路
返回寻找。寻找未果，他便到处张贴启
事寻找银两。

会盟镇一村民翟世有去地里送饭，
路过宋家山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个布袋，

打开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银子。吃惊之
余，翟世有想到自己曾遗失了300钱就
难过得痛不欲生，那么丢失了170两白
银的失主一定会更难过。

于是，翟世有将白银带到附近的地
里，等待失主前来认领。可是，他等了
很久，也未等来失主。晚上回到家后，
翟世有将捡到银两的事告诉了妻子徐
氏，徐氏十分赞同丈夫的想法，支持丈
夫尽快将银两交还给失主。

第二天一大早，翟世有匆匆来到街
上想打听是否有人丢了钱袋，恰巧看到
秦泰张贴的寻找银两的启事，便赶紧找

到秦泰，表示愿意归还捡来的银两，但
秦泰必须详细说明白银的数量、白银是
用什么装的以及丢失地点等信息。

秦泰的回答与翟世有捡到白银的
情况完全吻合，翟世有便将白银一分不
少地还给了他。由于启事上注明，愿意
将170两白银中的一半赠送给捡到并奉
还之人，秦泰便如约拿出85两白银交给
翟世有，以表谢意。但翟世有说什么也
不肯接受秦泰的酬谢，他说：“拾物归还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况且这又是你做生
意的本钱，我是分文不能取的。”

翟世有拾金不昧并拒绝酬谢的事

情传开后，深得村民敬佩。雍正皇帝听
说后赞赏他“拾金完璧”“清廉自好”，并
降旨恩赏翟世有。后来，人们在翟世有
捡到白银的地方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

“还金山”，以纪念他拾金不昧的高尚品
德。从此以后，宋家山便改名为还金
山。 （赵佳 孙顺通）

还金山：拾金不昧还失主 皇帝下旨赐恩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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邙山是洛阳梨的传统种植区。西
晋潘岳《金谷园赋》说：“灵圃繁若榴，
茂林列芳梨。”规模宏大的金谷园位于
邙山之上，片片梨林是其风景最美处。

唐代时，洛阳城内外遍种梨树。
据《唐余录》记载：“洛阳梨花开时，人
多携酒树下，谓梨花洗妆宴。”人们最
爱用梨花作头饰，当时，汝阳侯穆清叔
赏梨花曾赋诗云：“共饮梨树下，梨花
插满头。清香来玉树，白蚁泛金瓯。”

北宋时，洛阳梨树品种众多。《洛
阳花木记》说：“梨之别二十七：水梨、
红梨、雨梨、浊梨、鹅梨、穰梨、消梨、乳

梨、袁家梨、东宝梨、红鹅梨、敷鹅梨、
秦王掐消梨、大洛梨、甘棠梨、红消梨、
早接梨、凤西梨、蜜脂梨……”

清代时，除洛阳、孟津两县盛产梨
外，伊阳（今汝阳）、永宁（今洛宁）两县
的沙梨、夏梨、金梨都是名优品种。

邙山、万安山至大谷口一带是洛
阳梨的传统种植区，应在这里进一步
扩大优质梨的种植面积，并通过深加
工形成产业集群，使邙山张公梨、大谷
梨这两个最知名的梨果珍品香飘天
下。同时，有必要复原大唐梨园旧貌，
使古老的宫廷表演艺术代代传承。

清代《诗经》插图《梨》（资料图片）

● 疏通管道、水钻打孔 64558606
钻 孔

格力服务
拆移空调 62263973
专收空调 62263973
各品牌空调 格力专业服务

家电维修

●景观规划设计施工13703495403
园林景观

声明公告

黄怀通残疾证丢失，证号：
41038119560129351X44，声
明作废。

黄松波河南大学电脑会计
专业专科毕业证遗失，证号：
9851903，声明作废。

郑晓鸽，女，1989 年 5 月
22日出生，身份证号：410329
198905220086，户口本丢失，
声明作废。 武晓燕教师资格证丢失，

证 号 ：20044104011000212，
声明作废。

王芳教师资格证丢失，证
号 ：20014103521000588，声
明作废。

马献军伤残军人证丢失，
证号：豫军011991，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嘉彩服饰店
通用定额发票丢失一本，票号：
19222851-19222900，声明作废。

张玉失业证丢失，证号：
201303581，声明作废。

宜阳江南实验学校筹建处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任经亚残疾证丢失，证号：
41038119631202609X44（肢
体残肆级），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阳安泰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拟办理注销登记，按照市处
非办要求再次公告，如有异议
可在 15 日内拨打 12315 投诉，
特此公告。

张玉珍位于涧西区天八街
1 栋 2 单元 102 号公有住房出
售 产 权 界 定 卡 丢 失 ，卡 号 ：
179017，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新福居火锅店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注册号：41032363201373
2，声明作废。

刘麦闹位于涧西区太原路
杏园小区 3 幢 2-101 房屋所有
权 证 ，证 号 为 字 第 X451658
号，声明遗失。

赵俊武位于涧西区南昌路
兴隆花园 21 幢 3-301 的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洛房权证市字
第00223083号，声明遗失。

姚乃红位于涧西区周山东
路 59 号院 1 幢 2-1001 的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洛房权证市字
第00244507号，声明遗失。

李俊德失业证丢失，证号：
4103000012011839，声明作废。

苗晓文助理医师资格证丢
失，编号：2008412104103291
98506091520，声明作废。

桑旭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丢失，编码：20124111041032
5198612133557，声明作废。

洛阳天恩建筑工程机械租
赁有限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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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唐宫西路36号唐宫大厦8楼（西工小商品市场东隔壁）

杨机（474年—533年），字显略，北朝时期河南洛
阳人，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敢于直言进谏，曾为北魏洛
阳令。

杨机年少时即颇有气节，为上流士人所称道。北魏
河南尹李平和权贵元晖同时召他为官，杨机名声远扬。
当时，诸皇子各自被封王，又各由官员组成一个班子，
朝廷下诏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向中央推荐“清直之士”。
杨机为元晖所荐，被任命为京兆王元愉的国中尉。由于
杨机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进谏，元愉对他又敬重又害怕。

杨机40岁时被重藩荆州刺史杨大眼征为其州长
史，不久为河阴令，数年后为洛阳令。到任后，他执法严
厉，京中官员无论官位高低，都为其威严正气所震慑，
一时间，京城洛阳的社会秩序井然，治安稳定，人民安
居乐业。杨机有一个特长，凡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杨机
对其当事人皆长久不忘。这对他们是一种威慑，使他们
不敢轻易再犯法。

杨机为官清廉正直，多次受到朝廷表彰。后来，他
还曾任司州别驾、清河内史、河北太守等职，所到之处，

“并有能名”，可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北魏孝武帝永
熙年间，杨机官拜度支尚书，他“方直之心久而弥厉，奉
公正己”，为时人所称赞。他虽官至度支尚书，但一直是
两袖清风，家贫如洗。

2005年，在丰李镇马窑村三道岭东端南坡发现杨
机墓，并出土其墓志。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杨机：
为官清廉敢直谏
治理有方福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