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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即山洞，是佛教建筑形式。印度夏季漫长，十分炎热，山
洞适宜修行，因此石窟盛行。北魏时期佛教信仰狂热，其在代京

（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伊阙开凿龙门石窟。龙
门石窟现为世界文化遗产，存窟龛2345处，造像10万余尊，北魏
作品占其总数的30%，仅从景明元年（公元500年）至正光四年（公
元523年），即用工80万之多，可见工程之浩大。

北魏时期开凿的洞窟主要有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药方
洞等。

古阳洞开凿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是龙门石窟群中最
早开凿的石窟，它不仅在时间上被称作“第一窟”，而且雕刻内容
最为丰富，造像铭文留存最多，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为集中，
占了龙门石窟的多项第一。古阳洞主尊为释迦牟尼佛，高6.1米，
面相长圆，略带微笑，据说有孝文帝之“丽迹”（北魏名将杨大眼造
像记碑中有“路径石窟，览先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句）。古阳
洞南北两壁上，并列有序地雕凿三列佛龛，大大小小有数百个，琳
琅满目，精美华丽。这些佛龛均为北魏皇室贵族发愿建造，为孝文
帝作功德。石壁还刻有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浮雕栩栩如生，引
人入胜。

众多佛龛造像记碑是古阳洞的精华。这些记碑主要记录造像
者的姓名、造像年月和造像缘由等，而书写和雕刻的文字是魏碑
体。魏碑体最为国人青睐的是“龙门二十品”，古阳洞就占有十九
品，另一品在慈香窑。

宾阳洞因洞有三窟，又称宾阳三洞，是我国正史中唯一有确
切记载的石窟。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宾阳中洞和南洞是北魏宣
武帝分别为亡父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追福而建，宾阳北洞是为宣
武帝而建。三洞先后营造时间长达24年，但只完成了中洞。中洞雕
作华美，富丽堂皇，洞内11尊大佛雄健朴实，洞顶中部藻井为重瓣
莲花，四周有8个伎乐天（佛教中的香音之神）和2个供养天人，供
养天人也叫飞天，她们天衣飞动，裙带当风，弹琴鼓乐，弦歌之声
仿佛响彻佛国。

宾阳中洞的浮雕颇具特色。它们分为四层：一、二层为佛传故
事，其中有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表述了“生死轮回”的佛
教教义；三层为著名的“帝后礼佛图”，雕刻了当年孝文帝和文昭
皇后礼佛的盛大仪式，可惜1935年被人盗去，现收藏于美国；四层
为“十神王”浮雕，它们是狮、龙、象、鸟、山、河、树、火、风、珠等，各
持法器，十分奇妙。

莲花洞因窟顶雕刻一朵精美的大莲花而得名。这朵莲花直径
3米多，满是莲籽的莲蓬和周围叠压的莲花瓣，立体感强，十分逼
真。外沿是金银花花纹图案，使整个窟顶成了佛国的风荷莲池。在
莲化的周围还镌刻着6身飞天，她们细腰长裙，姿态婀娜，或持乐
器，或捧果盘，朝着洞中主佛释迦牟尼飞翔，似有音乐般旋律，又
有行云流水般动感。

释迦牟尼是立像，在龙门石窟中，请佛祖站立，独有莲花洞这
一尊。佛祖站立这一形象在佛教中被称为“教化”或“劝化”，“教人
化恶而为善也”，同时，又含有“乞食”之意。

主佛两侧是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其中迦叶手持锡杖，一副艰
苦跋涉的苦行僧形象。释迦牟尼和弟子为弘扬佛法，率先垂范，风
尘仆仆，当为所有僧尼楷模。

药方洞因洞内有我国最早的石刻药方而得名。这些药方济世
惠民，因此，该洞被誉为“佛教慈善医院”。据统计，药方洞共刻药
方140个，涉及内科、外科、皮肤科等40科疾病，这些药方药源丰
富易找，药价低廉，简单实用，因而弥足珍贵。公元10世纪末，日本
医学家丹波康赖编著《医心方》一书，收录此洞药方达95方，书中
称为“龙门方”。

北魏在龙门开凿的窟龛还有火烧洞、皇甫公窟、普泰洞、魏字
洞、弥勒洞、六狮洞等。火烧洞因洞楣的火焰纹浮雕逼真，远远望
去像是熊熊烈焰从洞中喷出而得名。火烧洞最值观赏的就是火滔
纹，火滔纹外为流云和莲花，有2人乘游龙飞升，传说是佛教中“天
龙八部”里的“天众”鸠摩罗天和摩醯（xī）首罗天两尊天神。皇甫公
窟为北魏太尉皇甫度的功德窟，他位居三公之首，财富如山，此窟
富丽堂皇，大佛、菩萨、弟子、罗汉、飞天、莲花、大鹏金翅鸟、菩提
树等应有尽有，最为珍贵的当数两幅浮雕“礼佛图”，一是窟主皇
甫度夫妇的礼佛图，二是太后、皇帝礼佛图。特别是后图反映孝明
帝时期的宫廷生活，具有极高史料、艺术价值。

凿伊阙北魏造像
留龙门世界遗产

瀍东书院创办后，明清两代屡有增
修。据《瀍河回族区志》记载：明世宗年
间，制孔子、伯鱼、子思三像，移祀瀍东书
院。

明神宗万历朝时，为修筑福王府，将原
在洛阳县团西南的洛阳县学移至瀍东书
院。（后又被移走）明思宗崇祯朝时，贡士郭
永固捐俸重修。

清军入关后，瀍东书院成为当时洛阳
重要的义学之一。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洛
阳有县义学和东义学两所，其中东义学于
乾隆初由瀍东书院改建而成。这些义学
多由知府、知县等地方官倡议，地方豪绅
响应捐资或捐地产所办。他们延请地方

宿儒执教，免费对本族子弟施以初级教
育。

市文史学者李健虎介绍，明清两代，位
于洛阳城外的东关向来是穷苦人家的集聚
地，“凡有钱人都想法搬到城里了”。在此
背景下，位于洛阳东关的瀍东书院（东义
学）就成为穷苦家孩子读书求学之地。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东义学改制
为洛阳县第十三初级小学校；民国二十七
年（公元1938年），改名为第一区第一完全
小学校；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改
为问礼镇第一中心小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成为市二十四
中的校址，至今育人不辍。

瀍东书院建于明朝嘉靖元年（公元
1522年），旧址位于今瀍河回族区东关
东通巷北头，与老子故宅比邻而建。作
为明清洛阳城东关穷人集聚区内唯一
的学校，瀍东书院是这一带穷人家孩子
求学的地方。

寒门学子求学地寒门学子求学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姜春晖姜春晖 文文//图图

蒙古南下之时,书院由于得到夷族的“庇护”,尽管经历
“雨池之祸”，元气很快得以恢复。然而，在元明的朝代更替
中，我国书院不再有那样的“好运气”——战火所到之处，玉
石俱焚。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建国
大明。新朝成立，书院似乎迎来了发展的曙光，然而，当时
统治者在“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教育理念
下，在教育政策上明显表现出了对书院和官学的抑与扬，战
后备受冷落的书院与兴旺发达的官学形成了鲜明对比。

据有关史料记载，明初统治者对官学的支持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学系
统。其次，从生活待遇上对官学学生给予特殊照顾，吸引学
生入学，比如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下令“命
天下学校师生，日给廪膳”，即不仅给米，还要求“有司给以
鱼肉”。最后，官学学生的政治前途光明——不仅国子监的
监生可以直接做官，府州县的学生还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
入仕的机会。

明代书院发展的转机出现在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
至1487年），主要表现为作为书院旗帜的岳麓书院、白鹿洞
书院得以修复。据有关数据统计，从正德到万历年间，全国
共新建1012所、修复96所书院，书院数量为历史之最。其
中明世宗嘉靖年间发展尤为迅速，新建及修复书院数量达
596所，已远超以前各个朝代的书院数量。这些书院就包
括了位于我市东关的瀍东书院。

瀍东书院的历史，还要从老子故宅说
起——在瀍河回族区东关东通巷北头，有
道家鼻祖老子的故宅一座。

据《瀍河文史资料》第三辑记载：老子故
宅，东邻孔子庙（瀍东书院旧址），西傍瀍河。
老子故宅、孔子庙、三灵侯庙由西向东并行，
均坐北向南，一字排开。三灵侯庙大门正对
东通巷，从三灵侯庙大门西行，有一小巷可
通老子故宅大门，老子故宅大门上有两条石
刻雕龙，额题“老子故宅”四个大字。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末期人，
出生于今周口市鹿邑县。老子担任东周的
守藏史，在洛阳工作、生活了几十年。2005
年3月，市文物部门在老子故宅里找到了
刻有“老子故宅”的青色砖雕和“孔子西向
问礼停车此”石碑一通。由此证明，这里不
仅是老子生活的地方，还是孔子停车问礼
于老子的地方。

明嘉靖元年，当时的洛阳知县在老子
故宅旁边正式创建了瀍东书院。

嘉靖元年知县创办

当时洛阳重要义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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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国书院历经风风雨雨，留下
了一串曲折的历史印记，永远留在了我
国书院的成长历程中。

首先，开疆拓土，延伸至边陲。元
代，书院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到了明
代，这种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1900
余所书院散布于全国。值得一提的是，
明代书院的影响甚至超越国界，到了朝
鲜。

其次，官方化与平民化。书院发展
至明代，官方色彩越来越浓。此外，宗
室藩王投入书院建设也是明代书院的

一道风景，如宁王朱宸濠建阳春书院等
传为佳话。与此同时，书院官方化也有
了更多的平民化色彩，如韩贞指点农工
商贾，颜钧在邗江书院讲忠孝礼义等，
都是书院教学内容及教学形式平民化
的集中体现。

最后，再现了书院与学术的一体繁
荣。宋代是我国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高
峰，其高潮的到来与程朱理学的成长是
同步的。到了明代，书院也达到了一个
空前繁荣时期，这一繁荣主要体现在“王
湛心学”的形成。 （春晖）

北纬36°36′ 至39°38′ ，东经79°08′ 至80°51′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墨玉县。

12月9日，为寻找真正久负盛名的和田大枣，“好来
历食品安全公众寻鉴监督团”从洛阳出发，跨越数千公
里来到这里。

“黄金寿枣”，自然精华的结晶
和田位于新疆西南隅，南抵昆仑山与西藏交界，北

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以喀喇昆仑山脉为界，同印
度、巴基斯坦接壤。除了和田玉，这个遥远的边陲城市
还有一样特产享誉全国，那就是和田大枣。

和田枣以果形大、颗粒饱满、果肉厚实、皮薄核小、
口味甜醇等特点著称。

“好来历·洛阳优质生活必需品保障平台”农林产品
安全首席专家、洛阳市农业局高级农艺师樊合信介绍，被
称为“黄金寿枣”的和田枣以骏枣为主，其原产于山西交
城。之所以能在和田地区被培育成为枣中极品，这与和
田枣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培育方式等因素有关。

樊合信介绍，和田枣的生长区域，是世界公认的水
果优生区的核心中央区。这里每日平均日照长达10小

时，为和田枣提供了充分的光合作用条件；全年无霜期
有220余天，使和田枣的成熟期更长；无污染的碱性沙
质土壤和富含矿物质的昆仑山冰川雪水的灌溉，造就了
和田枣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可以说，每一颗和田枣都
是自然精华的结晶。”樊合信说。

神奇的土地，勤劳的寻梦者
有着 24 万多平方公里的和田，是片神奇的土地。

在一般人印象中，北部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和田
应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实际上，其境内地表和地下
有着丰富的水资源，为人们的栖息和农作物的生长提供
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一拨拨外乡人来此寻梦。

“好来历食品安全公众寻鉴监督团”的成员在寻访
中，就遇到了多位来自河南的寻梦者。老家偃师的陈朝
霞，就是其中一位。

陈朝霞是墨玉县一片400亩枣园的经营者。去年7
月，她坐了3天3夜的火车从洛阳来到这里，和朋友合伙
承包了这块儿土地，在这里编织着自己的梦想。剪枝、
除草、施肥、摘芽……陈朝霞有时累得直不起腰，躺在沙
地上，疲惫的感觉和思乡的情绪一起涌来，泪水一下子

落了下来。
寻梦者用勤劳和坚忍让当地的维吾尔族同胞佩服，

以精细科学的耕作方式带动当地枣业种植的发展。
陈朝霞介绍，从3月到7月，和田的风沙很大，细小

的枣树苗常被吹倒、掩埋在沙中，让枣农损失惨重。来
自河南的种枣户，想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枣园
四周种上玉米，在一排排枣树之间种上几行小麦，就能
有效阻挡风沙的侵袭。在枣树种植过程中，当地的维吾
尔族老乡以前从不施肥，热心的河南种枣户们教他们用
羊粪、棉籽渣等追加底肥，这样结出来的果子口味更好。

除了和田大枣，成员们还发现了多个符合“好来历·
洛阳优质生活必需品保障平台”优质、安全、原生态等标
准的土特产品。比如和田当地的冬小麦，当年 9 月播
种，次年8月收获，生长期近一年，磨出的面粉更筋道、
更耐嚼，这就是新疆馕名满天下的奥秘。

为保证所提供的食品绝对安全、放心，“好来历食品
安全公众寻鉴监督团”已对和田枣树的土壤、浇灌水源、
树叶及其他种类的农副产品进行了取样采集。待科学
检测、认定后，将陆续推向市场，满足市民的好口福。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特派记者邓超发自新疆和田）

神奇的和田 金子般的大枣
好来历食品安全公众寻鉴监督团跨越数千公里，远赴新疆寻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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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院的特点

老子故宅

监督团市民代表张哲生 摄

枝头上的和田枣煞是喜人

监督团专家在进行大枣取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