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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称：釉陶博山炉（下图）
文物年代：东汉
出土时间：2004年
出土地点：洛阳王城公园东汉墓

收藏于洛阳博物
馆的釉陶博山炉，姿
态优美、工艺精致，不
仅是洛阳地区首次发
现的釉陶博山炉，而
且还多次代表洛阳，
在国外文物展上展
示中国汉代悠久的
香炉文化。

核心提示

釉陶博山炉：
造型逼真工艺精
升仙思想蕴其中

本报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孙海岩 文/图

博山炉又名博山香炉、博山香薰等，材质多为青铜
器和陶瓷器，出现于西汉中期，是中国汉、晋两代常见
的焚香器具。炉体上有盖，盖一般为镂空状且高而尖，
如一座山；山中雕有走兽飞禽，象征西汉传说中的三座
海上仙山（蓬莱、博山、瀛洲）之一——博山，“博山炉”
因而得名。另有一说称“博山炉”因产地得名。博山是指
现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博山一带（古称“颜神镇”），该地
在我国古代是重要的陶瓷产地。

博山炉的出现，和西汉时期道教思想盛行有关。香
料燃烧时，青烟从镂空的山形浮雕中散出，仙气缭绕，
仿佛置身仙境。唐李白《杨叛儿》诗云：“博山炉中沉香
火，双烟一气凌紫霞。”描述的便是博山炉熏香点燃时
香烟弥漫的迷人意境。博山炉的流行，以古时人们追求
长生不死或死后成仙的思想为背景，体现了当时社会
对道教的普遍推崇。 （锐鑫）

博山炉所体现的道教思想

“最惜香梅，凌寒偷绽，漏泄春消息。”这是北
宋词人周邦彦咏梅的名句。梅在冬春之交，迎雪开
放，“独天下而春”，是传春报喜的象征。洛阳春来
早，冬月袭梅香。梅花，洛阳的传统名花，从《诗经》
中的《摽有梅》到朱敦儒的“且插梅花醉洛阳”，梅
花在洛阳已传承千古。雪花飘飘，月陂（bēi）寻梅，
是千年帝都留给后人的永远记忆。

核心提示

香梅已露春消息
——洛阳梅花散谈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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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梅的原生地，据《山海经》记载，上古伊
洛河边的诸多山峰，如灵山、女几山、崌山等皆有梅
林。夏代之时，梅花已植于伊洛人家的庭院，梅子开
花、青梅果熟等现象，已写进当时历法《夏小正》。

梅有五瓣，寓意五福。因此在上古时，人们已
视梅为吉祥物。洛阳是易文化的圣地，而《易经》开
篇的“元亨利贞”四字，就与梅花有关。古人曰，“梅
具四德，初生为元，开花如亨，结子为利，成熟为
贞”。这句话的意思是：梅花刚发芽代表万物更新，
开花代表事事亨通，结子代表处处有利，成熟代表
一生圆满。哲人就从花开花落、结子成熟的自然现
象，领悟了阴阳转易、以成化生的哲学规律。

梅子成熟的季节，帝王要用它献祭先王诸神，
而采梅姑娘对着梅林唱出了自己的心事，其中最
著名的就是《诗经》中的《摽有梅》。这是一首西
周到春秋时期，流传于都城洛阳到襄汉一带的民
歌——“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这句话的意思是：梅子纷纷落在地，树上剩下有七
成。追求我的小伙子，切莫错过好时辰。

这是一首情诗，一位女子苦苦企盼有男子向
她求婚，等到树上的梅子落下三成，心上的人儿还
未到来。它表达了这位聪慧的洛阳女儿在内心深
处对情感寄托的欲求。

唐代的洛阳是诗的都城、花的海洋，以前为食
用梅子而植梅，发展到为赏梅花而植梅，形成了踏
雪寻梅的浓郁民风。白居易的诗“六么水调家家
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
杨柳枝”，是对当时该风俗的写照。

赏梅不可无诗。武则天时期的宰相韦嗣立在
龙门北溪建有别业园林，广植梅花，腊梅初绽之
时，张说、崔光禄、崔泰之等名士常在此赏梅赋
诗。唐宪宗时期的宰相裴度在洛阳集贤里的宅
院，种植了大片梅花，并命名为梅台，白居易等人
常去这里赏梅赋诗。于是，在唐代洛阳诗坛上就
留下了大量咏梅之作。

唐代咏梅诗最著名的是王维的《杂诗三首》，
第一首：“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常有江南船，
寄书家中否？”第二首：“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

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第三首：“已见寒
梅发，复闻啼鸟声。愁心视春草，畏向玉阶生。”

王维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诗人，其家在孟津
城郊双槐村（今会盟镇附近），明末清初孟津人王
铎写的《南龙洞·双槐南》一诗载：“王维曾憩此，深
悔不同时。”开元十五年秋至开元十八年，王维告
别妻子到冮南游历，该诗就是当时的思乡之作。

《杂诗三首》是从王维和他的妻子角度写的。
第一首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常盼丈夫的书信。
第二首是王维向来自洛阳的客人询问“故乡事”，
却只问“寒梅”是否已开，表面关心的是故乡早春
的情况，实则别有心曲。“寒梅著花”藏着深层的情
感信息。第三首“已见寒梅发”一句，是对上一首
询问寒梅著花的呼应，妻子满怀愁怨期盼丈夫早
日回家。

北宋时，西京洛阳牡丹甲于天下。但人们往往
忽略了一点，就是当时洛阳梅花也甲于天下。牡丹
园往往种植梅花，冬末初春赏梅花，暮春时节赏牡
丹，这时梅子已熟，牡丹花下，青梅煮酒，写尽了西
京文士的风流。

邵雍、司马光等皆为西京名流。他们在洛阳有
“安乐窝”“独乐园”等园林。花开时节，呼朋唤友，品
梅赏花。有一次，他们品梅赏花，司马光吟：“洛阳相
望尽名园，墙外花胜墙里看。手摘青梅供挼酒，何须
一一具杯盘？”邵雍和：“洛阳最得中和气，一草一木
皆入看。饮水也须无限乐，况能时复举杯盘。”

北宋周师厚在《洛阳花木记》中写道，当时洛
阳梅花有数十种。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写的名

园多植梅花，其中仁丰园有数十个品种的梅花，而
大隐庄的梅花最为有名，“梅盖早梅，香甚烈而大，
说者云，自大庾岭移其本至此”。也就是说，大隐庄
的梅花是从大庾岭引种的。

北宋的西京文人写了大量咏梅的诗词，最著
名的是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其词曰：“我是清
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
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
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这首词作于朱敦儒的家乡洛阳，是北宋末年
脍炙人口的一首佳作，曾风行汴洛。词中，作者以

“斜插梅花，傲视侯王”的“山水郎”自居，给人留下
了深刻印象，也留下洛阳梅花的不朽形象。

地名故事

洛阳首次出土 造型逼真形象
这件釉陶博山炉出土于东汉墓中，同时出土的还有大

量陶器、钱币、石器、铜器等物。洛阳博物馆保管部主任
张玉芳介绍，这件釉陶博山炉弥足珍贵，因其是洛阳地区
首次发现的釉陶博山炉，为研究汉代建筑、雕塑等提供了
宝贵资料。

日前，记者在洛阳博物馆看到了这件珍宝，其通高28.2
厘米，陶体呈黄色，材质为施釉陶器，整体分上下两层。下
层为一尊猛虎状的浮雕，猛虎仿佛正回头咬背上的盘柱，盘
柱上有菱形浮雕。上层的山峦形炉盖上，有豪猪、凤、虎、蛇
相互簇拥，两只老虎屹立于炉盖顶端，呈撕咬状；老虎下方
为一力士，力士表情凶恶，右手执钺（yuè 古代兵器），左手
按豪猪颈部，仿佛正要砍下猪头。

充当文化使者 多次出国展示
西汉之前，人们多将薰香草或蕙草放在香炉中直接点

燃，称之为茅香。这样做虽然香气浓郁，但缺点在于烟较
大。汉武帝时，龙脑香、苏合香等树脂类香料传入中土，人
们将这些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将其放置在炭火之上，香料
徐徐燃起，香味浓郁的同时烟又不大。燃香方式的转变，促
使形态各异的博山炉流行。

这件博山炉是在洛阳首次发现的，多次代表洛阳充当
文化交流使者，展示我国汉代的香炉文化。

在2009年于北京举办的秦汉-罗马文明展上，共陈列
洛阳珍宝12件，釉陶博山炉名列其中，为这场东西方两大
文明的对话，增添了洛阳元素。2013年9月26日，由韩国
国立扶余博物馆主办的“百济金铜大香炉发掘20年纪念特
展”在韩国开展，共展出文物97件（组），以中韩两国出土的
香炉为主题。洛阳博物馆从馆藏的数百件香炉中选出10
余件赴韩国展出，这件釉陶博山炉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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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在开凿大运河时，由于涧河水势浩大，就
在涧河入洛河处的南岸，作堰九折，形成形如偃月
的水泊，名为月陂。所谓作堰九折，即筑九曲形挡
水的堤坝，这就是月陂堤，堤上大面积种植了牡丹
和梅花。该堤的位置大致在今西苑桥与牡丹桥之
间的洛河南岸。

唐宋时，月陂堤是重要的行吟赏景之所，王
建、司马光、程颢、张先等文人都曾在这里吟诗作
词。在咏月陂梅花的诗中，以张先的《木兰花·玉
楼春》最为有名，词中咏道：“归到月陂梅已绽，有
情愿寄向南枝，图得洛阳春色看。”张先是北宋
著名词人，曾在开封为官，致仕（退休）后居住在
洛阳。

月陂堤的梅花，有不畏风雪的傲骨，金人的金
戈铁马也未能摧毁它的灵魂。金朝末年，龙门宝

应寺住持在月陂踏雪寻梅，写下《梅花》诗，寄给居
住在宜阳三乡的元好问。元好问到龙门拜见他，
写下《龙门杂诗》二首，诗中道：“遥遥洛阳城，梅花
千树春。”此后，月陂堰塞，堤颓花折。好花不再
开，徒留人伤怀。

但洛阳人爱梅的传统、赏梅的风俗却代代传
承。如清乾隆《洛阳县志》记载梅花有六种；民国
七年《宜阳县志》记载梅花有三种，“疏影横斜，古
香可爱”。

当代洛阳园林、绿地中种了一些梅花，有数十
个品种。每年冬至以后，直至次年3月，梅花次第
开放，成为冬春之交的亮丽景观。但是，梅花数量
少，种植分散，观赏不便。应当复原大隐庄、月陂
堤等历史名园，或者建立梅花主题公园，增加洛阳
冬季旅游的新亮点，也为春节增添喜庆气氛。

在洛宁县县城西部约20公里处，有一座很出名
的山，该山远观酷似一条巨龙，且类似龙头的部位直
接伸向洛水，犹如巨龙饮水一般，故名龙头山。有关龙
头山，当地有许多传说。

相传很早以前，龙头山是东海龙王巡视洛水时的
行宫，行宫内有一个巨大的洞，洞中大洞套小洞，洞洞
相连；洞内建筑精雕细琢、奇石异草、流水潺潺，犹如
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

东海龙王在行宫内养了一匹白马，由一名白发仙
翁负责照看，仙翁每天赶着白马，拉着石磨干活，奇怪
的是，他往石磨里加的是沙子，磨出的却是金豆，这些
金豆不但进贡玉帝、供龙宫使用，还分给了附近的穷
苦百姓。

白马磨出金豆的消息流传开后，一个心怀不轨的

人企图将白马和石磨盗走。这个人来到龙头山发现，
此处地势复杂、危岩峭壁，想要找到白马和石磨并非
易事，于是他乔装打扮成算命先生，一边给村民算卦，
一边打探白马和石磨的位置。几个月后，他终于找到
了洞穴的入口。

他来到洞口，发现入口处有一扇巨大的石门，石门
四个角处有4个形似黄瓜的符号，他对此百思不得其
解，始终打不开石门，只好扫兴而归。几天后，他得知，
用石门4个角所对应方向长出的4根老黄瓜，就能打开
石门。

他再次上山，试着将4根老黄瓜分别嵌入石门4
个角的符号上，石门终于被打开了。他冲进洞穴，看见
里面金碧辉煌，兴奋不已，金豆正从磨盘上落下，犹如
瀑布一般。

见此情况，他上前将金豆装进口袋，由于太过贪
心，口袋已经装满也不愿离去。正在这时，突然一声巨
响，原来是仙翁回来了，看到有人偷金豆，仙翁大声呵
斥道：“哪里来的毛贼，竟然敢偷龙王爷的金豆！”

见仙翁回来了，此人赶紧向洞口跑去，不料口袋
里装了太多金豆，压得他无法逃跑，眼看仙翁就要追
上，他不得已丢掉金豆夺路而逃，溜进山洞附近的一
条小山沟里，从此再无踪影。 （赵佳 冯婷婷）

龙头山：龙王巡视居于此 石磨磨出金豆来

月陂梅香 郭伟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