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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乱世，洛阳牡
丹濒临绝迹。元朝洛阳
学者姚燧，一心只为牡
丹红，29年中，足迹遍及
中原各地，寻找那传说
中的奇妙精灵、国色天
香。他在洛阳、燕京、长
安、邓州四地，找到百余
株牡丹，写出了元朝唯
一的牡丹花谱，这就是
他的文集《牧庵集》中的

《序牡丹》。

二十九年访洛花
——姚燧和《序牡丹》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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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公元1238年至公元1313

年），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人。三岁
而孤，依伯父姚枢成人。姚枢，元初
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

蒙古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
忽必烈任姚枢为大司农，十分器重
他。后来，忽必烈听从姚枢等学者
的意见，改国号为元，姚枢被任命为
昭文馆大学士。

姚燧长期跟随姚枢，元至元十
二年（公元 1275 年）被荐为秦王府
学士，先后担任汉中提刑按察司副
使、翰林直学士、大司农丞、翰林学
士等官职；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

出任江东廉访使、江西行省参知政
事；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拜太子
少傅，授荣禄大夫等职。姚燧著有

《牧庵文集》五十卷，清人辑《牧庵
集》三十卷。

姚燧以散文著称。宋濂撰《元
史》说他的文辞“有西汉风”。黄宗
羲在《明文授读序》说他的文章“非
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

姚燧还是散曲名家，在内容等方
面以咏史怀古与隐居乐闲两类为多，
无论是抒发世事兴衰变幻之哀愁，或
是表现田园山林之趣，大抵不出古代
士大夫“儒道互补”的精神范畴。

《序牡丹》是姚燧的代表作，写
成于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
他寻访牡丹之时，南宋尚未灭亡。
他写此文时，尚未到江东、江西任
职，也未到过江南。因此，《序牡丹》
只反映元朝中原地区的牡丹历史。

《序牡丹》记述了姚燧几次见到
牡丹的情况：中统元年在洛西刘氏
园；3 年后在洛阳故赵相南园；又 3
年后在故相燕都杨大参宅；又20年
后在长安毛氏园、洛阳杨氏栏；又数
年后在邓州的三家园林，见到不同
品种牡丹的情况。

其中牡丹最多的是长安毛氏
园 ，有 近 百 株 ，但 每 株 高 不 足 两

尺，都是单叶牡丹，花瓣“参差不
齐，无绝奇者”。所谓单叶、千叶
是指花瓣而言，花瓣平开的为单
叶，花瓣重重叠叠的为千叶或多
叶。一般而论，千叶牡丹为观赏
牡丹，是经人工嫁接而成的；单叶
牡丹为野生牡丹。显然，长安毛氏
园的牡丹是直接从山上挖来的野
牡丹，是药用的。

长得最高的是故相燕都杨大参
宅的牡丹，这是一株高五尺的牡丹，
名为状元红，又名千秋状元红。“故
相燕都杨大参”指的是原金朝大臣
杨叔玉。当金朝从燕京南迁汴京
时，他留守燕京，“权参知政事”。结

果，蒙古军攻城，这个“杨大参”不战
而降。燕京也是一座遍植牡丹的花
城，蒙古人正好用它们喂马和烤羊
肉。这株从洛阳移植的状元红，是
整个燕京留下来唯一的牡丹。

品种较全的牡丹在邓州的张
氏、萧氏、陈氏三家种植，共有衡
山紫二株，鹤翎红一株，还有浅红
色、白色各一株。鹤翎红，见于欧
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载：“鹤翎红
者，多叶花，其末白而本肉红，如鸿
鹄羽色。”衡山紫出自南阳雉衡山，
是 在 北 宋 末 年 由 邓 州 花 工 培 育
的。明清两代花谱不见其芳踪，显
然未能传承。

北宋时，洛阳牡丹甲天下。金
朝时，牡丹虽已不盛，但作为洛阳
人，姚燧认为，这里仍有大片牡丹在
等待着故乡的亲人。所以，姚燧寻
访牡丹的第一站就是洛阳。

中统元年（公元 1260 年）的春
天，他来到洛阳，看到的只是废墟。
城外是蒙古人的牧场，蒙古骑兵纵
马驰骋。

姚燧回洛阳之前，读过所有的
牡丹谱记，他知道牡丹原产于洛阳
周边山区，于是他从龙门山走到缑
山，又从缑山走到邙山，但未见其
影。于是，他向洛阳西部一路寻去，
终于在洛西刘氏园（今宜阳至洛宁
一带）找到了一株牡丹。这里曾经
是牡丹的培育中心，牡丹名品寿安
红、大宋紫就出在这里，但当时已风
光不再。这株牡丹长在洛西刘氏园
里，名叫寿安红，是出自宜阳寿安山
的名品。这是一株高四尺的老牡
丹，可谓劫后余生。

3 年后，姚燧再一次来到洛阳
寻访牡丹。由于忽必烈的政策发生
变化，不再把所有耕地变成牧场，派
燕京行中书省平章（宰相）赵璧到洛
阳，劝课农桑。赵璧在洛阳建立宅
园，这就是《序牡丹》说的“洛阳故赵
相南园”。

赵璧与姚燧的伯父姚枢同朝为
官，因此姚燧受到热情接待。他在这
里见到一株高四尺的左紫，是刚从某
地移植而来的。左紫，又名左花，曾
经是早期的花王。《序牡丹》载，这株
左紫，后来被移到嵩山庙中。

20 年后，中原农业经济有所
恢复，姚燧又一次来到洛阳，在洛
阳杨氏栏见到一株玉板白。玉板
白是单叶白牡丹，花瓣洁白，温润
似玉，有深檀色的花心，是白牡丹
的代表。这户姓杨的居民，其宅园
是用栏杆围成的，非常简陋，因此
称“杨氏栏”。姚燧见到的这株高
不足两尺的单叶牡丹，是移栽不久
的野生牡丹。这说明元朝中期，洛
阳牡丹经过阵痛后，已出现复苏迹
象。

“故乡牡丹更堪怜，三株牡丹
伴洛阳”，这就是姚燧笔下的元朝
洛阳牡丹史！但是，洛阳牡丹在等
待！几十年后，元朝灭亡，洛阳牡
丹开始中兴，洛阳牡丹再一次绽放
笑颜！

诗书传家写春秋

万里风尘寻牡丹

3 故乡牡丹更堪怜

在孟津县横水镇有一个名叫龙
马古堆的地方。有关此名的来历，
当地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

龙马古堆坐落在平逢山上。相
传在远古时代，平逢山居住着父系
氏族“少典氏”和母系氏族“有蛟氏”
两个部落。后来，“少典氏”迎娶了

“有蛟氏”，诞生了炎帝和黄帝。
在炎帝和黄帝还是婴儿的时候，

其母系氏族人员有一天在平逢山上
祭祀天地神灵。当磕头拜过神灵后，
他们突然看见一条大蛇盘卧在不远
处，头朝向西方。远远望去，蛇头犹
如龙首一样仰视着人们。这似乎暗

示了炎黄二人能当上真龙天子。
后来，炎黄二人分别成为两个

部落的首领，联合打败了蚩尤部
落。战争中，黄帝骑的一匹龙马战
亡了，被埋葬在平逢山的山顶上。

不久后，龙马所埋葬之处竟“长”
出了一个土堆，很像马背上的鞍子。
正因为此，这座山的山头看起来如龙
头一般，山身像马的躯干，远远望去，
整个山形如一匹飞奔的龙马。

这匹龙马的头部朝西，西部恰
好有五个小山头朝向东方，犹如在
迎接龙马。山的北面临近黄河，隔
河与王屋山、北顶山相望；山的东边

有四条山岭由东向西蜿蜒，像是在
护送龙马，正因此造就了此山的与
众不同。后来，人们把平逢山主峰
称为“龙马古堆”。

相传，龙马古堆山阴坡半腰处的
“炎门地”就是炎黄二帝诞生的地方。
后来，很多人在“炎门地”附近捐建庙
宇，把每年农历三月十八定为炎帝诞
辰日，举行祭祀活动。（赵佳 朱艳艳）

龙马古堆：
黄帝战马阵亡 葬后“长”出土堆

地名故事

德冠后宫 获封皇后
明德马皇后是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刘庄唯一的

皇后，“明德”为其谥号，本姓马，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小
女儿。建武二十八年（公元 52 年），她被选入太子刘庄宫
中，时年13岁。她生性谦恭和顺，侍奉太子的母亲阴皇后
十分周到，和周围的嫔妃相处和谐。太子刘庄对她十分宠
爱，让他居住在自己寝宫的后堂。

光武帝刘秀病逝后，刘庄继位，为汉明帝，封马氏为贵
人。永平三年（公元60年），有人建议汉明帝立后，皇太后
一句“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使马氏无可争议地当上
了皇后。

马皇后知书达礼，品行高尚。她自己不能生育，对贾妃
所生的皇子刘炟（dá）关爱备至，精心抚育。她崇尚节俭，平
易近人，贵为皇后却常常穿着粗布衣服。她还常常帮助明帝
处理政务，其学识和才干让明帝深为叹服。

不徇私情 拒封外戚
尤为可贵的是，马皇后非常识大体、顾大局，不徇私

情。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驾崩，由马皇后抚养
成人的刘炟继位称帝，为汉章帝，尊马皇后为皇太后。汉章
帝一上台，就要提拔马太后的三个兄弟，给他们加官进爵，
但太后不同意他这样做。

第二年夏天，大旱无雨，饥荒严重，一些趋炎附势的大
臣纷纷上书，说这是因为没有加封外戚，遭到了上天的责
罚，请求汉章帝尽快加封外戚。马太后知道后，颁布懿旨，
指出那些要求给马家兄弟封爵者是谄媚自己，妄图从中得
到好处，劝导汉章帝严格遵守“无军功，不封侯”的规定，牢
记历史上外戚弄权而使政权灭亡的教训。

马太后对汉章帝说：“如今天下连年遭灾，你首先要解
决的应是这个问题。只有万物协调，天下太平，边境安定，我
才能每天嘴里含着饴糖，逗孙子玩，不用再过问政事。”

含饴弄孙：
拒封外戚不徇私
忧国忧民识大体

成语词典

【成语】含饴弄孙
【人物】明德马皇后
【释义】含着饴糖逗孙子玩。形容老年人生

活安适悠闲，尽享天伦之乐。
【出处】《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吾但当含

饴弄孙，不能复知政事。”

本报记者 郭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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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31 日，
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批准，创刊于 1990 年 的
《洛阳广播电视报》更名为
《河洛生活导报》。

《河洛生活导报》，河
洛地区唯一铜版纸封面、
精美杂志化装订的城市主
流周报、精品生活服务指
南，咱洛阳人的优质生活
说明书。

本报全年 52期，定价
120 元，每期零售 2.5 元。
为回馈广大读者厚爱，庆祝
更名成功，6月底前，订阅
全年本报仍可享受每份
100元的特价，并获赠价值
129 元的九九龄维他醋一
箱或价值 130 元的建洛调
味品大礼包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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