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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李李氏祠堂：
雕梁画栋古风存

在洛龙区丰李镇丰李村老正街偏东，有一座古色古香的
院落，就是李氏祠堂。李氏祠堂建于清初，虽经多次修缮，但
依然雕梁画栋，古风犹存。

据祠堂内现存碑文记载：丰李村李氏先祖十五世自明初
由山西迁至丰李镇丰李村，族人勤劳朴实，人丁兴旺。村子依
靠洛河水运建码头，交通便利，商贾云集，推进了村域经济繁
荣，村民生活富裕。

到了清代初期，李姓族人建起了李氏祠堂。祠堂坐北朝
南，为长方形院落，现存古建筑3座、木匾1块、碑刻5通、石刻
对联柱1副、柱础6个。祠堂建筑曾多次维修，但基本保持了
原布局形式和建筑规模，主体结构基本保持原貌。

沿中轴线向北，现存古建筑依次为临街房、拜殿、正殿。
其中，临街房三间，内有四圆木柱拱顶，硬山式砖木结构，五架
梁前出廊，五脊六兽，双坡灰瓦覆顶，南面嗣头、正脊及东西山
檐布有精美雕花，保持完好。

拜殿面阔三间，硬山式砖木结构，敞篷式拱脊双坡筒瓦覆
顶，四角嗣头及东西山檐布有精美雕花，主体建筑保持完好。
殿内有精美石雕六方柱础4个，上方悬挂着一块清代木匾额，
上题“诒阙孙谋”四字。

正殿面阔三间，五架梁前出廊，硬山式砖石木结构，12开
的木质菱格雕花门，五脊六兽双坡灰瓦覆顶，四方嗣头及东西
山檐都有雕花，主体建筑保持完好。

李氏祠堂规制完整，历史文化内涵丰富，为研究明清建筑
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先后被设为丰
李小学、初中学堂。（图片由市文物局提供）

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李明

李氏祠堂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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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

“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
称“刘白”。

市隋唐史学会会长王恺说，作为同龄人，刘禹锡
与白居易二人经历相似，仕途坎坷，诗才出众，心有灵
犀，惺惺相惜。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月，白居易因病罢苏州
刺史，刘禹锡也离任和州，二人在扬州相遇，遂结伴归
洛。这次见面，二人诗酒唱和，成为至交，两人之间的
唱和诗成为唐诗中的经典名篇。

白居易写过一首《咏老赠梦得》：“与君俱老也，自
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有时扶杖出，
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

重，迹共少年疏。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余。”
刘禹锡收到这首诗后，感觉白居易意志消沉，于

是就和了一首名叫《酬乐天咏老见示》的诗：“人谁
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
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
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
尚满天。”

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称：“刘禹锡播迁一生，
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裴度）、香山（白居易）诸老，优
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公亦自有
句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盖道其实也。”

刘禹锡和白居易留有《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
和卷》，与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对吟唱和佳作。

洛下“闲废”诗酒唱和

洛滨坊，定鼎门西第二街从南向北数第六坊，东与积善坊相邻，
位于洛河之滨，即今天的安乐新村附近。据文献记载，中唐大诗人、

“诗豪”刘禹锡就曾住在该坊。

刘禹锡和洛阳有哪些故事渊源？
刘禹锡在其自传中记载，他籍贯洛阳，祖先为汉

景帝贾夫人之子刘胜，七代祖刘亮，事北朝，为冀州刺
史散骑常侍，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父刘绪因避安
史之乱，举族东迁嘉兴，他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
很小就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

再来看看刘禹锡在洛阳的足迹：贞元六年（公元
790年），不到20岁的刘禹锡游学长安，在士林中享誉
很高；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他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
第，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为太子校书；三年后，父
亲刘绪卒于扬州，刘禹锡遂丁忧回洛阳居住三年；元
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刘禹锡的母亲卢氏去世，他奉
枢北还，丁忧居洛二年；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刘禹

锡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
此后，他又历任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苏州刺史、

汝州刺史、同州刺史等职。直到开成元年（公元 836
年）秋，因患足疾，他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与白居易、
裴度唱和，此后再未离洛，直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
病卒，他都一直住在洛阳。

祖籍洛阳，卒于洛阳，在洛阳的生活是刘禹锡一
生中的重要经历。刘禹锡在《汝州上后谢宰相状》中
说自己“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在《泰娘歌》中自称为

“洛客”。
刘禹锡一生写了不少关于洛阳的诗句，如在《醉

答乐天》中写道：“洛城洛城何日归，故人故人今转稀，
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

家本荥上 籍占洛阳

一代诗豪 居洛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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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在洛阳居住期间刘禹锡在洛阳居住期间，，住宅究竟在哪里住宅究竟在哪里？？
有有学者认为学者认为，，据白居易在据白居易在《《池上早春即事招梦得池上早春即事招梦得》》诗诗

云云：“：“我有我有中心乐中心乐，，君无外事忙君无外事忙。。经过莫慵懒经过莫慵懒，，相去两三相去两三
坊坊”；”；白居易白居易《《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
云云：“：“鱼笋朝餐饱鱼笋朝餐饱，，蕉纱暑蕉纱暑服轻服轻。。欲为窗下寝欲为窗下寝，，先傍水边先傍水边

行行。。晴引鹤双舞晴引鹤双舞，，秋生蝉一声秋生蝉一声。。无人解相访无人解相访，，有酒共谁有酒共谁
倾倾？？老更谙时事老更谙时事，，闲多见物情闲多见物情。。只应刘与白只应刘与白，，二叟自相二叟自相
迎迎。”。”可推测可推测，，刘禹锡刘禹锡的住宅应与白居易的履道的住宅应与白居易的履道坊不远坊不远。。

市市文物局副研究员吴迪则认为文物局副研究员吴迪则认为，，刘禹锡应住在洛刘禹锡应住在洛
滨坊滨坊。。因因为他在其文集中有为他在其文集中有““洛滨病卧洛滨病卧，，户部李侍郎见户部李侍郎见
惠药物惠药物，，谑以文星之句谑以文星之句，，斐然仰谢斐然仰谢””的明确记述的明确记述。“。“洛洛

滨滨””应指隋唐洛阳里坊区的应指隋唐洛阳里坊区的““洛滨坊洛滨坊”，”，诗人在自诗人在自
己文集中的记载应是可信的己文集中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感谢市文物局感谢市文物局、、市隋唐史学会对本栏目市隋唐史学会对本栏目的的支持支持））

本报记者 常书香

大殿势稳结构奇偃
师
兴
福
寺

据寺院内的《兴福寺大殿简介》碑和《偃师县
志》（1992年版）所载可知，兴福寺修建于明正德四
年（公元1509 年），距今 500 余年，建造人为逯通；
后于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 1698 年）和五十五年

（公元 1716 年）先后重修；1926 年，又进行了一次
补修。昔日寺院的建筑规模雄伟，殿宇恢宏，但历
经 500 余年的风剥雨蚀，时至今日，仅留存一处明
代建筑风格的大殿，透过此大殿亦可窥见当年全
寺建筑的雄伟风姿。

大殿面南，正处于寺院中轴线上的重要位置，
为兴福寺内的大雄宝殿。大殿建筑规格很高，东西
长11.3米，南北深9.1米，硬立架，重檐歇山式，叠脊
翘檐。大殿顶部被绿色琉璃瓦覆盖，垂脊和戗脊上
饰有各类小兽，栩栩如生。大殿屋檐下有20余个精

美的木雕龙头斗拱，龙口微张，口内含珠，龙须、龙
牙雕刻细致入微。大殿的梁、柱、檩等各处还绘有
精美图案，色彩艳丽。

通常来说，中国的木构大殿梁柱都是左右对称
的，而兴福寺大殿是东边通梁、西边通柱，结构很不
对称。大殿内部的檩、梁、桁、柱等结构极为复杂，
主体梁架如大梁、二梁由四根柱子支撑着。

尤为奇特的是，东梁直贯南北，西柱直顶大
梁，全由传统榫卯结合。西半部分为传统梁柱结
构，东半部分却有梁无柱，殿及立檐仅凭斗拱和
数根斜立柱支撑，东梁与房脊之间无支撑。

虽然结构上不对称，但巧妙利用了力学原理，
使整个大殿上部的重量均匀地承受在梁柱上，保持
了建筑本体的稳固。这种结构在古代建筑上极为
少见，当地群众称它为“东梁西柱”“房倒屋不塌”
结构。几百年来，经过沧桑风雨的洗礼，殿顶边缘
及瓦件虽多已脱落，但“东梁西柱”的结构分毫没
有走样，仍不失为一处价值颇高的古建筑。

“兴福寺”不仅建筑风格奇特，而且风物景观也极
有特点，素以古寺八景闻名。这八景是“五虎把门”

“东梁西柱”“十里钟声”“鲤鱼翻脊”“玉石铺地”“透灵
照人”“四季有风”“大雨不湿”等。

兴福寺地处高崖村最高处，寺门前原有五个石狮
雄踞，威风凛凛，十分壮观。门内钟鼓楼上钟鼓高悬，
暮鼓晨钟，十里外可闻。在兴福寺大殿，雕有“鲤鱼跳
龙门”彩刻，波浪翻卷，鲤鱼腾空，从横梁上端的脊下
跃出，故有“鲤鱼翻脊”之称。大殿内用青石漫铺，因
香客踏磨，光滑明亮，看上去就像“玉石”。尤其是殿
门内一块长方形石块，油黑发亮，人站其上，可窥见身
影，故有“透灵照人”之说。至于“四季有风”，说的是
寺后伊水东流，从河边送来阵阵微风，舒适宜人。“大
雨不湿”是说当时的建造者在铺设地面时，充分考虑
了雨水的渗透和收集，选择了渗水性极好的砖，又对
地基进行相应处理，使得雨水能自然排向路边的绿地
或暗沟，雨天漫步兴福寺，方砖古道上竟没有积水。

兴福寺大殿是我市较为少见的明代工艺建筑。
数年来，市文物局积极争取专项资金，对其进行修缮
维护。兴福寺大殿的现状及碑刻的发现，对于研究
豫西地区佛教建筑风格、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人
民生活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座偃师境内唯
一的全木结构的明代建筑，凭着奇特的建筑结构和
精美的装饰，现已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大雄宝殿 结构奇特1

古寺八景 盛传不衰2
沿着洛偃快速通

道向东行驶至偃师市
高龙镇，再沿 207 国
道 向 北 行 驶 至 高 崖
村，顺村道向北行驶
至高崖小学即可到达
历经 500 余年风雨的
古寺——兴福寺。

□马丽娜 文/图

修缮后的兴福寺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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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滨坊中居“诗豪”
刘白唱和美名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