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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牵手文化，这个可以有！

一年之计在于春，正值种树绿化的好时节，我市
不少地方正加紧栽种绿植，装扮城市。近日，有市民
向本报反映，城市绿化是否可以与河洛历史文化相结
合，在美化城市的同时彰显城市文化底蕴？

本报记者 赵佳

“能不能种植一些桃树和李树，再现洛阳八小景
之一的‘东城桃李’？”对于近期洛河东段李南大桥附
近大堤的绿化，洛龙区李楼镇三官庙村村民李凤岐提
出这样的建议。

李凤岐是一名文物爱好者，喜欢研究洛阳本地文
化。他表示，李楼镇附近的洛河东段所处的位置，早
在唐朝时期，就是著名的洛阳八小景之一“东城桃
李”。相传这里曾有大片的桃树和李树，每逢花开之
时，景色十分迷人，正因为如此，李楼镇当地的不少地
名都与该景有关，如桃园寨、桃园街等。

“目前，李楼镇三官庙村还零星分布有桃树，“东
城桃李”的景色如今依稀可见。”李凤岐说，这些桃树
何时栽？何人栽？村里三官庙的石碑有相关记载。

有关此处为洛阳八小景之一“东城桃李”之说，也
得到了《洛阳晚报》经典洛阳栏目总策划、文史学者孙
钦良的印证。孙钦良介绍，我市有著名的八大景和八
小景，其中，洛阳八大景包括龙门山色、马寺钟声、金
谷春晴、邙山晚眺、天津晓月、洛浦秋风、平泉朝游和
铜驼暮雨；洛阳八小景包括东城桃李、关林翠柏、午桥
碧草、石林雪霁、伊沼荷香、瀍壑朱樱、西苑池塘和龙
池金鱼。

“东城桃李”在洛阳八小景之中排名靠前，当年，在
隋唐洛阳城东城墙内外，种植了很多桃树、李树，春季
花开时节，吸引不少人前来赏花。唐代诗人刘希夷《代
悲白头翁》中有这样诗句：“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
落谁家？”

“当年隋唐洛阳城范围很大，东城墙外可以辐射
到现在的李楼镇一带。”孙钦良说。

洛阳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洛河东段（李南大桥附
近）生态治理工程北堤滨河公园绿化工程，该绿化工程地处李
南大桥至二广高速段的洛河北堤，总面积约46万平方米，计划
建成集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郊野型特色自然公园。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处的绿化将以乔灌草复合形式，
种植近百种植物。其中，滩地主要以缀花草坪为主，局部设置有
少量遮阴的乔木，植物包括白蜡、杜仲、桂花、国槐、海棠等乔木，丁
香、金银木、连翘、木槿、女贞等灌木以及早园竹、凤尾竹、箬竹、扦
插柳、牡丹、芍药等地被花卉品种。

“根据目前的绿化规划，种植的树种中，并没有涉及桃树、李
树等。”该负责人说。

对于市民再现“东城桃李”的建议，该负责人表示，愿意
采纳此建议，目前洛河东段部分绿化工程正在招标中，待招
标完成后，可根据整体绿化规划，适当调整树种，将规划中部
分树种替换成观赏性的桃树、李树等。

在城市绿化中，是否适合融入文化元素，在美
化城市的同时，体现文化底蕴，实现内外兼修？

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城市绿化很灵活，一
般需在四个方面协调即可：在规模方面，提倡连片造
景，如形成花带等，看上去整齐大气；在色彩搭配方
面，所选绿化植被色彩需多样丰富，避免单一色调，提
升视觉感；在花期方面，所选植被的花期尽量错开，以
保证春季、夏季、秋季均有花开，拉长开花时间；在空
间布置上，最好选择高低错落的植物，如草花等地被
植物，月季、大叶女贞等小灌木，梅花、海棠等小乔木。

目前，我市一些规划建设的路段及公园的绿

化，已与文化相结合。
如在定鼎门国家遗址公园内，里坊绿带大量

采用国槐为绿化树种，之所以采用国槐，是因为在
唐代的两京长安和洛阳，槐树形成了具有鲜明帝
都特色的景观；此外，洛浦公园上阳宫文化园的绿
化，则根据武则天的相关传说，在绿化时种植了大
量的牡丹、梅花等植物。

另外，绿化时选种果树，果树花开、结果后，易
引来孩子攀爬、采摘，这不仅损坏了绿植，还存有
安全隐患，因此，最好选择经过改良后的只开花不
结果的观赏性树种。

我市知名历史学家、河洛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郑贞富介
绍，在我市的城市美化中，除了绿化可以和历史文化巧妙结
合，城市的规划、景观设计、道路命名等，都需要与城市的历史
文化底蕴相结合，这是对一个城市历史文化脉络的延续。

目前，在我市城市规划建设中，有不少融入了历史文化元
素。之所以新区的凝碧北街、凝碧南街这两条路为此名，是因
为唐朝洛阳禁苑中的池名——凝碧池就在这里，当年，安禄山
叛逆唐王朝后，大会凝碧池，逼使梨园弟子为他奏乐，众乐人
思念玄宗唏嘘不已；诗人王维也曾因此作诗：“万户伤心生野
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高
新区凌波路一名，也是根据隋唐洛阳城时期西苑皇家园林中，
凌波宫所在之处而命名的。

此外，我市的不少公园的命名与建设，也融入了
历史文化元素，如西苑公园因其地处隋炀帝西苑遗
址内而得名；王城公园因地处东周王城遗址，
其建设中也融入了具有历史文化的河图洛书
碑、纪胜柱、周鼎、九鼎壁、朱雀阙、韶乐台、
东周故事墙等。

“虽然我市城市建设融入了不少历史文化元
素，但与西安、杭州等同样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
蕴的城市相比，仍有不足。”郑贞富说，如西安雁
塔区以大雁塔命名。

郑贞富介绍，洛浦公园南北两岸大堤旁的
滨河南路、滨河北路让城市交通更加便利。但
鲜为人知的是，现在西苑桥与牡丹桥之间的洛
河南岸，在隋朝开凿大运河时，由于涧河水势浩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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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作堰九
折，就是筑九曲形挡水的堤坝，被称为月陂堤，
当时月陂堤上种植了大面积牡丹和梅花，十分
美观。

郑贞富建议，在城市规划、道路命名、园
林绿化、城市造景、公园建设等方面，注重

与历史文化的联系，可将古诗名句、典故等作为造景
依据，将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巧妙结合。

如洛河南岸不妨增植梅花、牡丹等，再现月陂
堤文化；同时，滨河南路的命名，可参考月陂堤文
化，体现“月陂”二字。此外，在一些历史文化街
区，不妨造景设计，同时加以文字注解。例如，马
市街因曾是知名马市而得名，因此可添
加有关马的雕塑等造景。

建议
增植桃树李树，再现“东城桃李”

回应
愿意采纳建议，将适当调整树种

现状
街道公园命名，与历史文化巧妙结合

近日有市民反映，城市绿化能否种植桃树、李树，
再现洛阳八小景之一的“东城桃李”

探讨 绿化牵手文化，期待内外兼修

方向 依据典故造景，展现城市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