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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兵一动朔方尘,不使銮舆此重
巡。清洛但流呜咽水,上阳深锁寂寥
春。”安史之乱，让隋唐里坊遭到严重
损毁，“井邑穷民，不足百户”。金元时
期，隋唐洛阳城遭到金兵的焚烧，里坊
也彻底变为废墟，逐渐淹没于农田、村
落之下。

作为我国现存隋唐时期最为完整
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隋唐洛阳城的城
市文明、城市规划和文化影响力在世界
同期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突出地位。

随着新时期考古工作的进行，隋
唐洛阳城遗址得以重见天日。它的每
一方土、每一块砖、每一条路、每一个
文化元素，无不关系着洛阳、河南、中
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无不牵动着洛阳
人的神经。

早在1992年，在我市第三期城市
总体规划中，就将洛南22平方公里的
里坊区全部划为非建设区，实施整体
控制保护，而新的城区则跳出隋唐洛
阳城的里坊区向南发展。

近年，为加快隋唐洛阳城的保护
利用，我市先后编制完成了《洛阳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隋唐洛阳城遗
址保护总体规划》，全面启动大遗址保
护展示工程建设，重点对隋唐洛阳城
内的核心遗址进行保护性展示。

目前，我市正对包括里坊区在内
的47平方公里的隋唐洛阳城遗址实
施整体保护，规划建设国家历史文
化公园。未来，市民和游客可徜徉
在历史文化公园中，一边感受恢弘
大气的隋唐风貌，一边在里坊内品茗
听琴，回味隋唐文人墨客、才子佳人

的趣闻轶事。
（感谢市文物局、市隋唐

史学会对本栏目的支持）

杜牧（公元 803 年—公元 852 年），字牧之，今西安市
人。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 828 年）中进士，做贤良方正，被
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职，后转为掌书记，负责节度
使府的公文往来。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因病死于洛
阳安仁里家中，终年 50 岁。著作颇丰，有《樊川集》，《全唐
诗》录其诗八卷。

一篇史论震朝野
杜牧是晚唐时期才华横溢、文思泉涌的诗人，《新唐书》

载：“牧刚直有节节，不为龌龊小谨，敢列论大事，指挥病利尤
切至。”公元825年，他二十三岁时，因目睹国家动乱，民不聊
生，担心国之将亡，写出《阿房宫赋》，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该
文写秦始皇修阿房宫之工程浩大，劳民伤财，搜刮六国之金银
珍宝全聚于此，视人民如猪狗，任意杀戮，实行连坐与告密法，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秦始皇）之心，日益骄固”，
结果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文章的结论，具有极深刻的思想性，说：“灭六国者，六国也，
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说明国家之灭亡，全在于统
治阶级的腐败，全在于残害人民。作者告诫后代的统治者：“秦
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
后人也。”几千年的朝代更替史，证明杜牧所写正确。

十年一觉扬州梦
唐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杜牧入淮南节度使幕僚，成为

牛僧孺的部下，被辟为推官，后转为掌书记，实际上是一个无
职、无权的专门写文书的小官，居住在扬州。此时，山东、河北
一带大乱，他上疏皇帝，表达忧国忧民之心，劝皇帝决心平叛，
不要重蹈安史之乱的覆辙。因其不在其位，所以，此疏名《罪
言》，他在疏中说，如不下决心讨贼，是“助纣为虐”。此疏语言
尖锐，说理透彻，但皇帝并未采纳。

杜牧在扬州，生活颇为放荡，他写的《遣怀》可作证明：“落魄
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
名。”此诗是杜牧追悔十年扬州生活的抒情之作，因其在政治上
落魄失意，在扬州十年，载酒行乐，过着风流不羁的生活。

杜牧一生，官场并不得意，做了一辈子小官和清闲之官，
最后愤而辞职到洛阳，到洛阳后，朝廷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分
司东都，但并未给他实权。

诗作出色传诵多
杜牧的诗作多采用七绝形式，以前人覆辙警戒后人，如

《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
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赤壁（即今湖北省武
昌县西南赤矶山）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
成败而写下的。诗以地名为题，实则是怀古咏史之作。《过华
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
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嗜好，唐明皇派人
从岭南运来鲜荔枝，劳民伤财，荒淫无度，终于导致安史之乱。

杜牧写景的诗也多为佳作。如《山竹》：“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是一
首描写和赞美深秋山林景色的七言绝句。《清明》：“清明时节雨
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
几乎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诗，而《金谷园》也影响深远：“繁华事散
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洛花忧似坠楼人。”
西晋洛阳金谷园，富豪石崇善之爱姬绿珠，被孙秀看中，绿珠跳
楼身亡，杜牧过金谷园，触景生情写出此诗，成为吊古之作。

杜牧不但七绝写得好，而且七律也写得极出色，如《河湟》
《早雁》等。

——晚唐杰出诗人杜牧

才华超群 佳作传世

近日，2017二程、邵雍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洛举行。本次
研讨会由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二程、邵雍研究专业委员会
主办。在研讨会上，6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二程、邵雍思想文
化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对其现实意义等进行探讨交流。大家
表示，二程、邵雍理学是洛阳的文化名片，其研究要与地方实
际紧密结合，其研究成果也要服务于洛阳的文化事业，最终促
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张宁）

二程、邵雍学术思想研讨会
在洛举行

开栏语：隋唐洛阳城的选址、规划、布局、建筑，堪称我国古代城市的巅
峰之作。隋唐里坊遗址，作为隋唐洛阳城的主要组成部分，有着多方面的
探寻价值。本报今起开设“隋唐里坊故事”专栏，为您讲述部分里坊的前世
今生。

南对伊阙、北依邙山、东逾瀍河、西临涧水，洛水贯穿其间；皇城、
宫城、街道、里坊、郭城等井然有序……将宫城的应天门、皇城的端
门、天津桥、天街和郭城的定鼎门串联起来，这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城
市中轴线。

宫城、皇城位于洛水以北，坊市区位于郭城，分布在宫城、皇城以
东的洛北区东部和洛南区，街道纵横，里坊排列整齐，名人荟萃。

在各种文献中，隋唐里坊数
目并不一致，有 103 坊、126 坊、
113坊、128坊等之说，宇文恺原
本对隋唐里坊的设计为103坊，
后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变迁，
隋唐里坊数目有所变化。

市隋唐史学会会长王恺介
绍，里坊的设置始于先秦，最早
称“里”，是国家的最小管理单
位，设官“里正”；“坊”后来出现，
与“里”的意义略有差异。到隋
唐时期两者意义重合，成为古代
都城建制结构的最小单位。

考古勘探表明，在隋唐洛阳
城郭城内，纵横交错的笔直街道
划分出布局整齐的里坊，面积基
本相同，基本为正方形，每坊东西
向为470米至520米，南北向为
480 米至 530 米，若减去坊墙与
街道间的距离，接近于古代的一
里。古代一里为三百步，隋唐里
坊就是按照这样的规格建造的，
便于对居民进行控制和管理。

“里坊周围有坊墙，厚度大
约4米，高度不超过常人肩部。”
王恺介绍，这个高度远远低于长

安坊墙，可方便从坊外窥视
坊内情况。

“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
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也就
是说，隋唐坊墙四面各开一个
门，坊门基本上都有两重屋檐，
规格大，华丽壮观。里坊内有十
字大街通向四个坊门。坊内又
有小街巷，一般一个里坊会被大
街小巷分割为规整的十六个小
单元。

坊内居民出入，必须经由坊
门，白天在城里活动，晚上必须
回到坊内。坊门由专人负责“以
时启闭”。除上元节前后可开门
观灯外，平时统一以鼓声为准，

“昏而闭，五更而启”。
隋唐百余里坊，隋唐洛阳城

东南角及长夏门、定鼎门等郭城
南边和东边的里坊远离城中心，
居民也比较稀少，多为仕途失意
者和文人；定鼎门大街正对皇城
端门，两侧的里坊内住的都是达
官贵人，洛北里坊则多为贫民聚
居之地。

王恺介绍，隋唐洛阳城的设
计规划，特别是里坊的设计规
划，不仅影响了当时国内新建和
改建的地方城市，还为邻近一些
国家的都城所仿效。

宁人坊、明教坊、正平坊、履道
里……历史的车轮走过千余年，隋唐
里坊的名字还经常被洛阳人津津乐
道，行走在洛龙区和老城区，一不留
神，脚下踩着的就是隋唐里坊。

市文物局副研究员吴迪介绍，隋
唐里坊的名字多载以民族优秀传统的

“大道”文化，有的“象天法地”，有的
“自然比德”，有的“吉祥昌盛”，有的
“民福祥和”，还有的“崇圣尚贤”。

如以“道”意命名的有政道坊、光
道坊、履道坊、道化坊等；以“德”意命
名的有积德坊、归德坊、观德坊、德立
坊等；以“仁”意命名的有睦仁坊、静仁
坊、怀仁坊等；以“善”意命名的有积善
坊、尚善坊、劝善坊等；以“贤”意命名
的有尚贤坊、尊贤坊和集贤坊。

吴迪介绍，这些里坊的名字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相当于现在
的文化墙、精神文明创建宣传标语。

高规格设计规划

里坊将迎来“新生”

关林是我国唯一的冢、庙、林三祀
合一的古代建筑遗存和武圣寝陵。围
绕关林，产生了既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可
考、又有现行事物作证的庙会、祭祀组
织、仪式等关公信俗，关公信俗于2008
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河洛地区至今仍分布着可供缅怀的三
国时期的历史文化遗迹，流传着耳熟能
详的关羽英雄事迹。

在洛阳以东不足百公里的新密市，
关公崇拜十分普遍，仅新密市老城就有
关帝庙三座，分别位于南关外火神庙西
侧、老东关外山冈上、西关。其中以西
关关帝庙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米
村镇现存有两座关帝庙，一座是大庙，
另一座是距大庙约一公里远、地处米村
中心的关帝庙。当地一些百姓会在新
修的住宅门口或院落正房墙壁上，设置

关帝的神龛，逢年过节，供奉上香，祈盼
福祉。这种民间自发的、家庭式的关公
信俗，生动地证明了关公崇拜深深扎根
于民间，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

米村大庙历经毁坏与重建，证明了
关公崇拜在民间的生命力。大庙，位于
米村西北，处于米村、冯庄、月寨三个村
庄的交叉口，也是今天凤凰山风景区、
伏羲大峡谷、珠泉寺旅游的必经之处。
由于岁月的侵蚀和战火的焚毁，大庙遗
留下来的文物不多，最有价值的是明、
清两代的三块石碑。根据碑文记载，大
庙始建于北周武帝元年，“按关帝旨
意”，建义全庙，塑刘关张金身。十二年
后，当地人李广章将义全庙扩建为关爷
殿，塑关羽金身。如果说宋代因帝国统
治者的大力倡导，是关羽神圣化的一个
重要转折点，那么米村大庙早在北周时

期的最初兴建，便以一个例证揭示了民
间是关公崇拜形成的源头、成长的土
壤、发展的基础。碑文对明朝嘉靖元
年、康熙五十九年先后两次对大庙的重
修予以了记述。

“庙宇盈寰中，姓名走妇孺”。关公
崇拜已经成为一种延续时间漫长、涵盖
地域广泛的文化现象，这在米村大庙也
有较为集中的体现与反映。从现存的
碑文和地方志文献看，大庙在北周时期
是关庙，后来又供奉了“玉仙圣母”。新
密及周边地区建有许多火神庙，火神香
火旺盛，因为他们认为火神就是上古的
祝融，而祝融据说是当地人，这样大庙
里也就有了火神的神位。在许多关帝
庙里，都有马王爷的神位，马王爷在道
教的神仙谱位中是明察秋毫、巡视四方
的神灵，且与百姓耕种养牲畜息息相

关。查找相关资料可知，大庙在明嘉靖
年间盖有马王殿。

米村大庙的关公信俗是河洛地域文
化的一个缩影。大庙周边的信众对关帝
爷的祭拜，主要是在五月十三关羽的诞辰
日、六月二十四关羽的受封日、九月十三
关羽的忌日。据地方志记载，古代这几个
日子都举办庙会，“每逢会期，商贾云集，
官人游客，人物荟萃”，经商的、卖艺的、摆
摊的、唱戏的，各显神通，热闹非凡。

从米村大庙看民间关公信俗
□刘保亮 丁琳慧

隋唐洛阳百余坊
多少故事烟云中

里坊命名蕴深意

□本报记者 常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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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宏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