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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相公旧王子
□郑贞富

钱惟演是著名学者，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他“平
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
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他藏书极富，可与秘阁（国家图
书馆）相比，平生著述甚多，著有《典懿集》《金坡遗事》

《奉辰录》等。
钱惟演是“西昆体”的骨干诗人，当时与杨亿、刘筠齐

名。“西昆体”是继承唐代李商隐诗风而形成的流派，编有
《西昆酬唱集》，内有钱惟演的诗五十四首。

钱惟演好招徕名士，奖掖后进，逐渐形成以钱惟演为
领袖的西京文人集团，史称“北宋西京钱幕文人集团”，简
称“钱幕集团”，因为这些文人都在钱惟演的幕府。

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等文献记载，“钱幕集团”

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通判谢绛、推官欧阳修、河南县主簿尹
洙、户曹参军梅尧臣，还有苏舜钦、丘濬、杨子聪、张太素、
张汝士、富弼、王顾、张先、张谷、尹源、孙祖德、孙长卿
等。他们都任职于西京河南府或河南县、洛阳县等西京
河南府属县，都属于钱惟演幕府的主要官员。

“钱幕集团”是一个庞大的文士集团，他们中每个人都
可称得上大家，富弼后来出将入相数十年，是北宋著名政
治家。“钱幕集团”在北宋文学史上有特殊地位，因为它发
起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这是一场在“复古”的旗号下进行
的文学革新运动。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古文终于取代
骈文而处于文章的主流地位，具有新特质的宋诗唱出了

“唐音”之外的“宋调”，成为一种新的诗歌美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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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一夜赏尽洛城花

□李有刚

欧阳修曾任北宋仁宗年间的洛阳留守推官，在任
职的三年中他与洛阳牡丹结下了不解奇缘，从而写下
了流传百代的《洛阳牡丹记》——我国现存的历史上第
一部牡丹专著。它介绍了当时洛阳牡丹的花品、栽培
技术及观赏风俗，涉及各地的牡丹，对于牡丹的传播发
展和后世的传承研究，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欧阳修是宋代的伟大文学家，并不是园艺家，更不
是牡丹学者，他怎么会写一部牡丹专著？欧阳修在自己
的诗中说：“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直须
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这可能是他给的解释。

阴差阳错未赏牡丹

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欧阳修被任为西京（今
洛阳）留守推官。他早就听说了洛阳牡丹，很想前来观
赏，于是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洛阳，很想马上看到牡丹，可
偏偏不凑巧，他就是迟迟不能尽情地观赏牡丹。

欧阳修第一年来洛阳时已是晚春，这一年牡丹花
开得早，他跑遍牡丹名园也没见到盛开的牡丹，只好等
待来年。结果，第二年牡丹花开时好友邀他出游，第三
年春妻子病故，无心赏花，第四年春牡丹尚未花开，他
三年的留守推官任期届满不得不解职而去……

欧阳修在洛阳的三年四春，真是阴差阳错，一次也
没尽情地观赏到牡丹，只见了一次晚开、一次早开的牡
丹。即便如此，他已亲身感受到牡丹的“不胜其丽”。洛
阳牡丹的绝丽和洛阳人对牡丹的至爱，使欧阳修心中萌
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写一篇《洛阳牡丹记》。于是，他
开始遍访民间花圃、花农，了解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
术、品种、花期及赏花习俗，搜集洛阳牡丹的各种资料。

“梦中赏牡丹”

人世间万事难料，也许正是欧阳修曲折的经历，抑或
他对洛阳牡丹断肠般的真情，感动了牡丹仙子。传说，就
在欧阳修要离开洛阳的前一天晚上，牡丹仙子来到了他
的面前，从而留下了一段“梦中赏牡丹”的千古佳话。

那天晚上，欧阳修满怀惆怅地躺在床上……夜
阑人静之时，忽听有人在轻轻地叩门，欧阳修起身开门
一看，皎洁的月光之下，站着一群绝美佳人。欧阳修惊
异地问道：“大姐何方人氏，为何深夜叩门？”

前面一位穿黄衣的女子款款地深施一礼，说道：“我
们都是洛阳的牡丹仙子，闻先生酷爱牡丹，来洛阳三载未
曾尽意观赏，明日又要离开洛阳，特来与先生相见。”

欧阳修听了顿时喜出望外，说：“今晚我能见到诸
位仙子，真是今生之大幸也。我有心要写《洛阳牡丹
记》，但不知诸位仙子的芳名？”

那位排头的仙子说：“谢秀才厚意。说起我们的名
字啊，那可是多得很哪。听我们一一报来。”说完，众姐
妹先指着排头那位唱道：“占魁先数‘姚黄’，富贵端严
体象。佳号名曰花王，万卉千葩仰望。”

欧阳修一听，惊奇地说：“啊！您就是花王——‘姚
黄’，不愧为牡丹中的极品，果真是高贵端庄。”众仙子拐
回头来，又拥着一位身着紫衣的仙子唱道：“‘魏红’千叶
芬芳，消得贵妃名项。呈红色耀日光，平头浅紫相向。”

欧阳修一听赞道：“啊，我明白了，您是花后‘魏红’，
与花王‘姚黄’合称洛阳牡丹双璧，是吗？”没等欧阳修说
完，花王就站出来介绍别的仙子了：“珍贵复有‘牛黄’，

‘细叶寿安’迟放。‘金棱玉版’最香，‘倒晕檀心’高尚。”
欧阳修：“啊！这位是‘牛黄’仙子，这位是‘寿安’

仙子，这位是‘玉版’仙子，这位是‘檀心’仙子。”
接着花后又指着另一排仙子，唱道：“‘潜溪绯’绯色艳

妆，‘九蕊珍珠’奇状。‘鹤翎红’欲舞翔，‘鹿胎花’发异样。”
欧阳修：“啊！这位是‘潜溪绯’仙子，这位是‘九蕊珍

珠’仙子，这位是‘鹤翎红’仙子，这位‘鹿胎花’仙子……”
牡丹仙子们争报花名，欧阳修仔细听着，一一记下。
这时已是夜半时分，诸位仙子说：“时间不早了，请

赶快安歇吧。”说完一闪，便都不见了。

牡丹尤为天下奇

因为“梦中赏牡丹”，欧阳修对洛阳牡丹有了全面
的了解，写作《洛阳牡丹记》的条件终于成熟了。景祐
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离开洛阳不久就完成了他
的《洛阳牡丹记》。

离开洛阳身在异地的欧阳修更加怀念洛阳牡丹。
十年后，欧阳修终于又来到洛阳，友人给他看了许多牡
丹图，欧阳修发现，洛阳牡丹又出现了许多往昔见所未
见的新品种，与当年的名贵花品争奇斗艳，不觉耳目一
新，感慨万千。这次洛阳之行，欧阳修又写下了著名的

《洛阳牡丹图》，“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的
名句即出于此。

二乔，一朵花作两色开，红白或紫粉相间，妖娆万分，
娇艳无比。

二乔之名取自三国时皖城的乔家姐妹。当时，东吴
与袁术争战，孙策、周瑜明去灭黄祖，暗中直取袁术的老
巢皖城，一战获胜。他俩听说城中乔家有大乔、小乔二女
正值芳龄，貌若天仙，便去求见。乔老爷见两位青年勇武
英俊，遂将大乔许配给孙策，小乔许配给周瑜。事实如
此，民间传说却把它演绎得更为浪漫，而且说二乔的婚配
与牡丹有着密切的关系。

传说，东吴大军攻破皖城之后，军心欢腾。孙策酒后
对周瑜说：“皖城中人人传说乔家有二女美艳绝伦，我们
何不去一睹芳容。”周瑜却说：“二女若果真如此，我们何
不一人娶一个做妻子？”当时孙策和周瑜都值英年，风流
倜傥，尚未娶妻，于是哈哈大笑一拍即合。

为了看看二乔长得到底如何，次日一早二人扮成书
生来到乔家门前等候。不久，二乔从府中走出，二人立刻
瞪圆了眼睛仔细观看，只见大乔端庄文静，小乔妩媚多
姿，两人相映生辉，真是从没见过的美人，两人决定立即
备上厚礼前去乔家求亲。

二人来到乔家，看见乔家院里栽种了很多牡丹，孙策
趁势向二乔的父亲乔玄说：“您的两位女儿就像牡丹一样

美丽，我们俩也是当世俊才，所以前来求婚，万望允准。”
不料，乔公婉言谢绝道：“两位将军乃是当今英雄，小女不
敢高攀，只想嫁个本地后生安生度日。”周瑜一听就火了：

“难道我等堂堂将军，还不如你当地的一个后生？”立即令
人将二乔带回了军营。

二人携得美人归，立即举行晚宴，让二乔献舞助兴，
大乔和小乔只好勉强起舞。只见长裙飘飘之中出现了两
朵牡丹，飞旋狂舞中裙裾上的两朵牡丹竟然飘落下来，香
味四溢，引得众人一片喝彩。然而就在乐声骤停之时，大
乔和小乔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惊愕之余，孙策顿
悟：“二乔定是神女，想必已经潜回家中，我们万不可造
次，欲娶二女须好生相求才是。”

于是，孙策和周瑜再备厚礼，二次登门求婚。谁知，
小乔说：“要想娶我姐妹为妻，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周瑜急问：“什么条件，只管说来。”
小乔指着院内的牡丹园说：“明日，我们就藏在这牡

丹园中，你俩如能在花丛中找到我们才算有缘，方可谈婚
论嫁。”

孙策、周瑜相视而笑：“这有何难，只是你们不得反
悔。”

次日一早，孙策、周瑜站在牡丹园边，看见大乔、小乔

走入花丛之后，赶忙进去寻找，可是直到下午也没发现她
们的身影。天近傍晚，二人终于在花丛中发现了姐妹俩，
立即蹑手蹑脚走上前去，正要张开两臂抱美人，谁知定睛
一看却是两朵硕大娇美的并头牡丹。

第二天，孙策、周瑜又去花丛中寻找，但每次都是
只能听到二乔的笑声，循声找去却无踪影。扑了几次空
后，两人坐在花间歇息，在阵阵花香中渐渐睡去。醒来之
时，又是掌灯时分，只见大乔、小乔站在眼前，身后是一株
正在怒放的牡丹，每朵花都有紫红和粉红两种颜色，恰似
一对姐妹相依相偎。小乔对孙策、周瑜正色言道：“我们
姐妹俩见你们心诚，决定答应你们的求婚。但这株牡丹
是我们姐妹的化身，你俩须小心呵护，否则我们将随时离
你们而去。”

孙策、周瑜闻言大喜，表示一定善待姐妹俩和这株牡
丹。于是，孙策娶了大乔，周瑜娶了小乔，双双结成了连
理，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

孙策与大乔婚后，年仅26岁就离开了人世。周瑜也
是短命，36岁时被气死。民间传说，孙策喜欢红色，所以
大乔的颜色是红色；周瑜爱穿白色盔甲，所以小乔的颜色
红中带白，是粉红色的。二乔开花时，如果红色的多，就
是大乔来了；如果粉红色的多，那就是小乔来了。

二乔花中探真情
□李文俊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
看洛阳城。”“人文河洛”系《洛
阳日报》品牌之一，让我们在这
里触摸河洛大地的人文底蕴，
感受洛阳历史的厚重魅力。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
（renwenheluo）

北宋时，洛阳为西京河南府，是陪都。天圣、明道年间，吴越末代国王钱俶之子钱惟演，以宰相身
份出任西京留守，人称“留守相公”。以钱惟演为领袖的西京文人集团，史称“北宋西京钱幕文人集
团”，简称“钱幕集团”，这个集团与牡丹密切相关。

北宋时，洛阳为西京河南府，最高军政长官是西京留
守。西京留守又兼河南府尹，属官有司录、户曹、法曹、土
曹、司理、文学、助教等民政官员，还有通判、判官、推官等
监察、司法官员，又有作坊使、内园使、洛苑使、左右藏库
使等管理皇家重要机构的官员。西京留守管洛阳地方驻
军，其指挥系统则有都总管、都钤辖、都监三级。西京设
御史台，还有各种分司官。西京河南府下辖二十余县，设
县令、县尉，作为一县的长官。大县还设有主簿一员。

西京留守皆由重臣担任，宋太祖、太宗时，石守信、赵

普等开国功臣先后担任西京留守。宋真宗时，最著名的
西京留守是寇准。宋仁宗时，最著名的西京留守是钱惟
演。

钱惟演，字希圣，吴越末代国王钱俶之子。宋太宗太
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惟演随父归宋，封团练使，
累迁左神武将军、枢密使等。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
1030年）春，钱惟演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身份，判
河南府、西京留守。直到明道二年（公元 1033 年）秋去
职，钱惟演共主政洛阳近四年。

1 风雅王子镇西京

2“钱幕集团”皆英才

3 上任伊始访遗贤

上任伊始，钱惟演马上深入民间，了
解地情，并拜访乡贤，咨询治洛之道。正
是牡丹盛开的季节，他带着幕僚游览名
园，吟诗作赋。

洛阳有一个文人名叫郭延卿，居住
于伊水之南的万安山下。他多次参加科
举，都未能考中，遂以教书、种牡丹为
生。他的五个学生吕蒙正、张齐贤、王
随、钱若水、刘烨先后考中进士，走上仕
途。吕蒙正、张齐贤当宰相后，相继推荐
他，皇帝下诏让他入朝为官，郭延卿不奉
诏，而是修园林亭榭、养花草，再也不到
洛阳城中来。

钱惟演到任时，郭延卿已八十多岁
了。因为他的宅园多牡丹珍品，又有山
水园林之盛，故花开时节，许多人前去赏
花。钱惟演闻听郭延卿之名，于是，在一
天下午前去拜访。在离郭延卿山庄一里
处，钱惟演下车，让随从们在此等候，他
微服步行入山庄。见了郭延卿，钱惟演
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姓名。但郭延卿见来
人气度不凡，非常高兴，于是在牡丹园
中，与钱惟演对花小酌，相谈甚洽。

随从们等候甚久，恐出意外，前来相
寻。郭延卿慢慢问道：“公是何官，这么
多随从？”尹洙告诉他这是留守相公，郭
延卿笑道：“想不到相国大人能看得起我
这个乡野村夫！”遂两人大笑。两人喝到
日落，钱惟演辞去，郭延卿送到门口说：
“我年纪大了，不能到您那里去拜谢，请
勿见怪！”钱惟演登车，茫然若失。

翌日，钱惟演对幕僚说：“郭延卿才
是真的隐士呀，他视富贵为何等物也？”
后叹息累日不止。此后，钱惟演经常相
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