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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源于周，形成于魏
晋，光大于隋唐，传承于后世。洛阳的中秋节与各
地不同，牡丹是这个节日的主角。人们在中秋节
品牡丹花茶、种牡丹、祭花神，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习俗。

花好月圆说天香
——中秋节与牡丹琐谈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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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安乐窝有邵雍祠，古代每年的中秋节要举
行祭祀活动，但这天行祭的对象不是邵雍，而是张峋。

张峋何许人也？张峋，荥阳人。他从小就跟随
邵雍读书，是邵夫子的二十四个得意弟子之一。他
在洛阳读书期间，撰有《洛阳花谱》。清代余鹏年的

《曹州牡丹谱》说：“荥阳张峋撰花谱二卷，以花有千
叶多叶之不同，创例分类，凡千叶五十八种，多叶六
十三种，盖皆博备精究者之所为。”此书今佚。

张峋于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任著作
佐郎，次年，任明州（今宁波）鄞县令。在任期间，他
启动广德湖的治理工程，增加水田二千余顷。并在
湖边引种牡丹，使广德湖成为牡丹的观赏区。同
时，张峋将牡丹茶的炮制技法、牡丹酒的制作工艺，
以及中秋节用牡丹茶祭月之俗传到这里。

张峋去世后，民立庙祭之。据民国《鄞县通志》
载：“栎木庙，在栎木镇栎木巷，祀鄞令张峋，中秋日
设祭。”为什么中秋佳节祭张峋？因为中秋佳节是
种牡丹的日子，每当
此时，人们祭奠这位
教种牡丹的县令。

张峋不仅在洛
阳读书，而且在洛阳
也任过京西运判，政
绩卓著。因此古代
的邵雍祠附设有张
峋祠，每到中秋，花
农致此祭张峋，也把
他尊为“花神”。

人们常说，中秋佳节，花好月圆。“花好月圆”中的“花”
指的是什么？有人认为是菊花，但中秋时节，菊花未绽；有
人认为是桂花，但桂花生长于南方，北方种植并不普遍。因
此，这里的“花”，不是桂花，也不是菊花，而是牡丹。

虽然古书上有秋牡丹的记载，但在自然条件下，牡丹是
一种春花，在秋天开花只是偶然现象。既然如此，中秋佳
节，怎赏牡丹“花好”？实际上，这里的牡丹是指牡丹茶。

茶分两种，一种是南茶，即平常我们说的龙井、毛尖
等木本茶；另一种是北茶，即花草茶。北宋陈敬的《陈氏
香谱》等文献把花草茶主要分为五种，即兰香、荷香、菊
香、梅香、天香。其中，天香指牡丹，唐人李正封诗曰：“国
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宋人张孝祥词曰：“洛下根株，江
南栽种。天香国色千金重。”汪莘词曰：“无数天香国色，
枝枝带、洛浦嵩山。”

茶的起源甚早，唐代陆羽的《茶经》提出茶的发明人是
炎帝；古代医学认为，茶与汤药同源，其发明人是伊尹。但
炎帝、伊尹都活动于中原地区，他们发明的茶是花草茶。在
西晋之前，南茶并未大规模进入北方，当时北方主要饮用花
草茶。

牡丹是古代中原常见的野生花卉，用其入茶入药历史悠
久，但中秋节品尝牡丹花茶的风俗起源于隋炀帝时期。《隋
书·炀帝纪》等文献记载，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中秋节，隋
炀帝在西苑大会群臣，封杨侗等三个皇孙为王。陆浑县（今
嵩县）令献牡丹茶，波斯商人献玻璃盏，将牡丹花茶放入玻璃
盏中，冲入沸水后，花茶绽放，有白色花瓣和黄色花蕊，如鲜
花盛开，又有浓郁的芳香，众人称奇。炀帝细问，方知此茶为
陆浑名医杨上善所制，立即下诏封杨上善为御医。

嵩县杨山，今人误传为因杨六郎屯兵而得
名，实际上杨六郎从未在此屯兵。在唐代，此山
已有杨山之名，它是杨上善故里，杨山因杨上善
而得名。

杨上善（公元575年—公元681年），出生于中
医世家，陆浑县杨村（今嵩县坂大墁）人。这里是古
老牡丹品种——凤丹白的原产地，而凤丹白是能入
茶入药的牡丹品种。杨上善系统总结了牡丹花茶
的制法，创制了牡丹全花茶。仅用牡丹花瓣入茶，
并无多大疗效，因为其主要营养成分在花蕊中。牡
丹全花茶的制作工艺，后来记载于《陈氏香谱》中，
工艺非常复杂。

杨上善曾治愈过幼年武则天的顽疾，武则天把
牡丹全花茶作为自己终生的保健饮品。显庆二年
（公元657年）正月，高宗与武则天迁都洛阳，任命

杨上善为太医令、通直郎等职务。杨上善的七大弟
子秦鸣鹤、苏敬、孙思邈、孟诜、张文仲、李虔纵、韦
慈藏都成为御医。由他们编写的《新修本草》中，有

“用牡丹畅通心肝肾三经、调理人体气血、活络人体
经脉而洗清除浊、藏精抑邪、自安五脏、延年益寿”
的科学论证和判定。

武则天一生不饮用南茶，只饮用牡丹花茶，她
说南茶“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
之害斯大”。《唐后行从图》出自唐朝宫廷画家张萱
之笔，描写武则天在中秋节出行的场面。武则天高
傲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更
显雍容富贵的气派，大臣在前面，执伞的官员在左
右，要职官员在左右或居后，还有一个手捧茶托的
侍女跟从在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皇中秋品
花茶的场景。

到宋代，在中秋节品用此茶祭月已成为普遍现
象。王仲甫《丑奴儿》说：“牡丹不好长春好，有个因
依。一两枝儿。但是风光总属伊。当初只为嫦娥
种，月正明时，教恁芳菲，伴着团圆十二回。”这样，
嫦娥就被尊为牡丹仙子了，传说农历八月十五是她
下凡之日。因此，这一天是洛阳民间种牡丹之日。
俗谚说：“秋分后，重阳前，七芍药，八牡丹。”这是
说，每年中秋节前后是栽培牡丹的最佳时节。若是

“春分栽牡丹，到老不开花”。
宜阳三乡的汉山是牡丹的传统种植区。汉山

之巅的严子陵庙有一幅名为《富贵花》的清代壁画，
这幅壁画中画了两朵插在花瓶中的凤丹白，留下了
古代汉山牡丹的高贵身影。

每年中秋节，汉山都要举行种牡丹的仪式，被
称为“请花神”。金朝末年，元好问、麻革、刘昂霄、
辛愿、魏璠、马伯善、刘昂霄等一批诗人都客居三
乡。有一年的中秋节，元好问等诗人参加了“请花
神”活动。当明月升起之时，他们在光武庙前的受
玺坛上置酒品茶赏月，每人都赋诗一首，但多散佚，
其中只有元好问《秋日载酒光武庙》、刘昂霄《中秋
日燕集三乡光武庙》二诗保存至今。

古代中秋节的“请花神”仪式，每年都要在嵩县
九皋山花神庙举办，并且规模较大。遗憾的是，如
今这座花神庙已不存在，只留下了一个名为“花神
庙村”的小山村。古代嵩县杨山的“请花神”仪式是
在药王庙举行的，而这里敬奉的药王正是杨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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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秋佳节祭张峋

杨山牡丹茶 大兵 摄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且品天香邀明月

地名故事

在孟津县常袋镇南部，有个名叫哱罗
（bō luó，另一说“哱啰”）窑的村子。有关此村
村名的来历，当地流传一个故事。

相传在很久以前，该村有个年轻小伙名叫
刘生，他自幼聪明好学、酷爱音乐。他平时十
分喜欢发明创造，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他自制
了一种独特的乐器，并起名叫哱罗（类似号角
的一种乐器）。

一天，刘生吹着自制的哱罗，和一群年轻人
一起歌唱玩耍，被老族长发现了。老族长认为
年轻人不好好干农活反而跑出来唱歌，有败坏
家风之嫌，便狠狠地将他训斥了一通，并把他和
那群年轻人赶出了村子。

刘生和其他几个年轻人来到村附近的一
条沟里，在沟内挖了一个大土窑作为栖身之
地。平日里他们在土窑中练习吹哱罗，久而
久之，吸引了附近村很多老百姓前来听他们
演奏。

老百姓觉得刘生和其他年轻人的演奏十分
好听，农闲时听演奏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
个休闲娱乐项目。后来，刘生的这支哱罗队声
名鹊起，连达官贵人家里举行婚丧嫁娶也要邀
请他们前往演奏。

一次，正当刘生的哱罗队在大街上演奏
时，恰巧被路过的一个官人听到。那美妙
的音乐，让这个官人大吃一惊，立马来了兴
致，询问随从：“这是何乐器？”随从向刘生询
问后回复：“这乐器叫哱罗，是一个村民独
创的。”

这个官人酷爱音乐，得知此事后十分欣喜，
便将刘生的乐队召进府中，为其演奏，并安排刘
生专门掌管乐器班子。

一天晚上，府中管家告诉刘生，第二天这个
官人要到附近的刘村抢刘老三的女儿，要求他
也跟着去。刘生想了一夜，认为这个官人家中
妻妾成群，怎么能再去糟蹋贫苦百姓家的姑娘
呢？于是，刘生偷偷找人连夜前往刘村刘老三
家报信。

第二天，当这个官人来到刘村后，恰巧遇
到一群村民抬着一口棺材走到村口，一路哭
哭啼啼送葬。打听后得知，原来是刘老三的
女儿昨晚不幸暴病去世，这个官人不得不悻
悻而归。

常言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这个官人
就得知了刘生偷偷报信给刘老三的事情，不禁
大怒，下令把刘生杀了。

刘村人为了纪念刘生，特意把他埋在他
当年日夜摸索哱罗的土窑前，并立了石碑，刻
字纪念。村民们为了让后人不忘刘生的美
德，便将村名改为哱罗窑村，从此该村名一直
流传沿用至今。

本报记者 赵佳 通讯员 张石华

哱罗窑村：
自创乐器传递欢乐
好心救人招来祸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