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1月10日 星期一编辑：冯莹雅 校对：千理 组版：胡昱
人文河洛 09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联系电话：0379-65233520■版权声明

核
心
提
示

上周五（7日）立冬，在银装素
裹即将到来前，还有很多洛阳秋
景值得我们去追赶、留恋。洛阳
及各县的古八景，是伊洛地区古
代风景名胜中的精华，在这八景
中，秋景占有重要篇章。如洛阳
的洛浦秋风、嵩县的伊水秋声、汝
阳的汝水拖蓝、宜阳的棠林秋清、
洛宁的凤翼秋风、孟津的柿林飞
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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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品秋色赋晚秋
——洛阳八景中的秋景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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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秋风，是洛阳八景之一，指
洛水沿岸的秋天美景。洛河有魏王
堤、月陂堤、神女堤、窈娘堤等名胜，
杨柳拂岸，清流东去，鸥鹭云翔，风
景佳丽。特别是金风秋月之时，这
里是洛阳人的游览胜地。又由于历
史文化赋予此地景物以超时空的灵
境，人们更为乐道。

泱泱洛水，华夏之根。传说在伏
羲之时，洛龟贡书，龙马出图，伏羲始
造书契，开启了华夏文明。自黄帝以
来，历代帝王莫不祭洛水以祈福。
秦始皇曾东巡洛阳，亲莅洛浦，作

《祠洛水歌》；武则天曾亲谱祭洛乐
章，在洛浦举行大型乐舞演奏。

洛浦秋风，留下了历代诗人行

吟的脚步，上官仪、白居易、张耒
（lěi）、欧阳修等人都曾题诗洛浦，赞
誉秋风秋景。其中，以张耒的《洛
水》诗最为著名：“洛水秋深碧如黛，
乱石纵横泻鸣濑。清明见底不留
尘，日射澄沙动玑贝。南山秋风已
萧瑟，倒影上下迷空翠。何当载酒
纵扁舟，一尺鲤鱼寒可鲙。”

张耒，这位苏东坡的高徒，多才
的寿安（今宜阳）县尉，在诗中写了
洛水之美，也写了洛河的特产，就是
鲤鱼。古人说：“洛鲤伊鲂，贵于牛
羊。”这两种鱼，秋天正肥，是难得的
美味。洛浦秋风中，诗人泛舟洛河，
细品洛鲤，把酒临风，写下了这如锦
似绣的诗句。

伊水和汝水，是洛阳南部山区
重要的两条河流。秋到伊水，其声
甚美，故伊水秋声被列入嵩县八
景；秋到汝水，碧蓝如翠，故汝水拖
蓝成为汝阳八景之一。

伊水秋声，是指陆浑山上下数
十里的伊水河谷地带，每当秋季之
时，往往秋雨绵绵，河水溢涨，因此
发出巨大的流水声，响彻河谷。山
民们在长年的倾听、观察后认识到：
声在上游，翌日必晴；声在下游，翌
日必雨；声在中游，翌日必阴。这可
能与空中云层的厚薄、秋天的主导
风向有关。“伊水秋声”可为山民们
预测天气，指导农耕。

伊水的丰盈、暴涨或减流，与以
稻禾耕作的山民生活息息相关。因

而，伊水秋声对伊水两岸山民的心
理影响是喜悦的、深沉的，又是神秘
的。伊水是美丽的，它清澈无染，欢
悦前进，它不是涓涓细流，而是铮铮
奔淌，有时也浊浪狂作，惊心动魄。
这象征着伊水人的性格，也是伊水
两岸的人文精神。

汝水拖蓝，是指汝阳县城东南
的马蓝河入汝河处，这里鳞波云
影，四季景色皆丽，尤在秋高气爽之
时，琉璃碧色，翠山如染，是为汝阳
人游胜之地。清代张曜《汝水拖蓝》
诗云：“水色天光一字浮，支流逐浪
又惊秋。风吹浪面分蓝峪，雨打石
根献碧球。有客曾拈川上韵，几人
重上水边楼。由来两岸石堪造，收
作文章可胜舟。”

洛阳西部山区多名胜，最美的秋景
是棠林秋清、凤翼秋风，分别列入宜阳
和洛宁八景。

棠林秋清中的“棠林”，指甘棠树
林，在今宜阳甘棠村，这是一处感召世
人的风景。《括地志》说，周代召伯巡行
至此，设帐于甘棠树下，察访民情，听讼
布政，惠恩黎民。召公去世后，当地民众
思念他的政绩，怀念着那棵甘棠树，不
舍得砍伐，并且歌咏它，作了名为《甘
棠》的诗篇。

如今的甘棠村是古代两京驿道上
的一个驿站，站旁生长着茂盛的甘棠
树。春天花如白雪，秋天果实累累，风景
秀丽迷人。历史上名人雅士多会于此，
来往游者，络绎不绝。唐代诗人刘禹锡、
杜牧，明代兵部尚书王邦瑞，清代河南
府尹张汉等都曾到这里饱览山水，凭吊
先贤，留下许多不朽诗篇。

凤翼秋风中的“凤翼”，指的是洛宁
县城西的凤凰山。凤凰山得名于《诗经·
卷阿》中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岗”。周成
王定都洛邑后，率文武群臣到洛河上游
宴歌游乐，见凤凰飞舞，即兴作歌曰：

“凤凰翔兮于柴庭，予何德兮以威灵！”
周成王的叔父召康公也赋诗一首，即这
首《卷阿》。

凤凰山林茂草丰，每当秋月，山林
红叶如染，野菊黄花满山，金风送爽，开
怀宜人。登临其上，俯瞰县城，瓦屋鳞
次栉比，眺望洛水，银练蜿蜒如带。洛
宁，这座凤凰山下的古城，改朝换代的
战车无数次把它夷为平地，但它如不死
的凤凰在烈火中永生，每一次新生，其
羽更丰，其音更清，其神更髓。这座古
城，历经岁月沧桑，民众与时俱进，先贤
被后代瞻仰。去者悠然，来者奔腾，此景
此情，催人奋进。

柿林飞丹，是孟津西北黄河岸边的
秋天景观，是孟津八景之一。

柿树，洛阳原生树种，几万年前的洛
阳北窑人已开始采集野柿食用。栽培柿最
早在夏朝的洛阳地区出现，周代时是帝
王祭祀用的水果之一。魏晋时，柿树在洛
阳皇家园林中作为观赏树种而栽培，《晋
宫阁名》有“华林园柿六十七株”的记载。

唐代时，洛阳柿树遍全城，睦仁坊
多柿树，嘉庆坊多李树，结实甚美，当时
谚语说：“睦仁之柿，嘉庆之李。”白居易
有诗曰：“条桑初绿即为别，柿叶半红犹
未归。”洛阳的春桑、秋柿，成为游子们
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客居洛阳的韩

愈，也赋诗“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迟。”
“柿红葡萄紫，肴果相扶檠。”柿子作为
秋天的珍果，就这样被写进一代文豪的
诗篇，定格在大唐的岁月里。

明清时期，柿树是洛阳地区的主要
经济林，也是观赏林。特别是孟津西北
的黄河岸边，田畴崖畔，柿林成行。每到
秋高飞霜之时，柿林如火，丹叶纷彩。清
风湛天之季，金阳丽辉之时尤为精彩。
这里的美景，吸引着众多文人骚客，留
下了大量名篇佳作。如清代孟津名士王
宏猷（yóu）《柿林飞丹》云：“点染惟应配
橘奴，离离垂实几千株。可人偏是经霜
叶，绘出枫林二月图。”

洛阳
古树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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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城区敬
事 街 小 学 校 园
里，一棵皂荚挺
立 于 正 门 照 壁
后 。虽 历 经 200
余载沧桑巨变，
校园布局几经变
化，但它年年枝
繁叶茂，一直守
在这里。

●树种：皂荚
●编号：661
●等级：国家二级古树
●地址：老城区敬事
街小学校内
●管护单位：老城区
敬事街小学

皂荚，又名皂荚树、皂角等，属蔷薇目，豆科落叶
乔木或小乔木。皂荚是一种纯天然肥皂，在古人所
用洗涤用品中存在时间最长，一直到今天，偏远的农
村还有人用皂荚代替洗衣粉来洗涤衣物。同时，皂
荚还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中药材。明代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中已将皂荚入药，称皂荚可以医治咽喉肿
痛、小便淋闭、胎衣不下等几十种疾病。（明明）

皂荚

校园的风景线

闻香寻此树，它定会令你欣喜若狂。不具熏衣
草的那种浓烈香味，亦无路边野花的淡香，此树散发
出一种幽邃和迷人的味道。长年来，莘莘学子在它
的陪伴下，茁壮成长。

2009年，这棵皂荚树被列入洛阳市古树名木名
录，作为国家二级古树予以登记并挂牌保护。它高
15米，树冠直径达10米。每逢10月，果实成熟时，
一串串皂荚挂满枝头，是校园中最美的风景。

皂荚，含有胰皂质，其汁有极强的去污能力。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草篇》中有这样的说法：

“鬼皂荚，生江南地，泽如皂荚，高一二尺，沐之长
发，叶去衣垢。”段成式笔下的“鬼皂荚”就是皂荚
的一种，可以用来洗头，其树叶也有去污功能，可
用来洗衣服。

如今，物质渐渐丰富，但敬事街附近的老人们依
旧忘不了过去的味道。“这可是纯天然的宝贝！将皂
荚籽捣碎研细，用来洗头发或是洗衣服，效果好得
很！”敬事街小学校长陈兰娜告诉记者。

历史的见证者

走进敬事街小学校园，照壁上“刘少奇主席视察
我校”的照片赫然在目，这棵皂荚树在照片的背景中
清晰可见。

1960年4月22日，天气晴朗。时任国家主席的
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视察敬事街小学。刘少奇一
下车，全校立刻沸腾了，师生们奔走相告：“刘主席来
了，刘主席来了……”

刘少奇身着浅灰色的中山服，脚穿一双圆口黑
布鞋，他面带笑容，频频向广大师生招手致意。他先
后参观了敬事街小学的制药厂、收音机厂、喷漆厂。
每到一处，总是聚精会神地听工作人员汇报，并不时
地点头称赞。

1995年4月22日，全国政协委员王光美再次光
临敬事街小学。她兴致勃勃地走进学校大门，环顾
四周，似乎在搜寻往昔的足迹。她频频向师生招手
致意，激动地说：“变了，一切都变了，岁月悠悠，只有
当年的皂荚树依然枝繁叶茂。”

在学校荣誉室里，王光美一面饶有兴趣地观看
陈列的历史照片，一面深情地追述当年刘少奇视察
敬事街小学时的动人情景。走出荣誉室后，王光美
又与全校师生在当年的皂荚树下合影留念。

百年皂荚树
悠悠岁月情

本报见习记者 姜明明 特约记者 孙海洲 文/图

地名故事

在孟津县会盟镇有个小集村，它南
倚邙山，北临黄河，关于其村名的来历，
流传着一个传说。

相传小集村原本非此名，而是叫夕
烟村，这是因为小集村原来有座名叫夕
烟寺的寺庙，当年该寺庙里有多位僧人
常年居住，夕烟村因此得名。

那么，后来为什么改名叫小集村
呢？这与该村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小
集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子，位于黄河南岸，
该村所处一带古称“小天津”。

历史上黄河的河势不断变化，有时

南侵，有时北滚，河岸线不断变化。小
集村所在地，受河势变化，逐渐演变成
一个非常适合船只停靠的地方，因此，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码头。当时，山
西、陕西、甘肃等地的粮食、煤炭、铁物
等，南方的丝绸、布匹、瓷器、竹木等，
大多选择在小集村北部卸船。小集村
逐渐成了当地出了名的农贸集市。

正因这样的地理区位优势，给村里
带来了不少商机。有的村民干起了船运
业，有的干起了旅宿业，村中的粮行、布
匹行、煤炭行、药材行、蔬菜果品行、牲畜

交易等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相传，小集村曾有位人人敬仰的张

善人，他乐善好施，为村民办了许多善
事，也为村里农贸集市的开拓尽心尽力，
因此，深得村民信赖，小集村的很多大事
都由他掌管。

一天，正逢小集村市场集贸之日，村
里人流如织、货物如山，一些对张善人心
存敬仰的外地商人特意来拜访，连连称
赞：“贵地集贸规模如此庞大，真是难得
一见啊！”张善人谦虚地说道：“小集、小
集。”张善人原本谦虚的话在村里被传

为佳话。从此，夕烟村便被大家改称为
小集村。

本报记者 赵佳 通讯员 栾祖泽

小集村：黄河南岸古村落 集市贸易繁盛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