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畛河岸边话云水
□杨亚丽

新安县境内的地名，大多写实般
憨直，如石寺、石井、庙头、仓上……
唯独仓头镇西南的云水村，仅听名
字就很水灵。云水，云水，自然离不
开“云”和“水”。从地理上看，云水
北靠横山，东依云梦山，横跨畛河，
典型的“两山夹一川，丘坡紧靠山”
地貌。

《云水村志》记载：早在新石器
时代，新安县境内的畛河畔，就出现
了人类活动的身影。1997年，在云
水村发现了马河文化遗址，在畛
河与其支流石涧河交汇的西北部
二级台地上，是较大的新石器时
代仰韶—龙山文化遗址。这些无趣
的文字翔实地告诉我们，畛河很古
老，云水不简单。

畛河全长 51 公里，流域面积
398平方公里，在云水村境内流域面
积达9平方公里——自南而北把云
水村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然后注
入黄河。

云水不光有云梦山和畛河，村后
还有泉眼。山泉如瀑从崖上跌落，如
雾如烟，多雨时节更衬得山绿云白，
村子若隐若现，景色很是绮丽。

历史上很多文人墨客，对云水
的风光赞不绝口。清朝的大学士倭
仁，对云水也是一见钟情。倭仁，清
宣宗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进士，
官至一品，擅长书法，曾任同治帝
师，所著辑为《倭文端公遗书》，是清
朝有名的理学家。

倭仁的老师王痴翁，是云水村
人。倭仁首次来到云水时，他尽管见
多识广，还是被云水的美景折服。两
山对峙，一水中流，山影摇曳，水影婆
娑，寨墙巍巍耸立，松柏古色生香，鸡
犬相闻，民风淳朴，让宦海中沉浮的
他惊喜不已。稍作停顿，他吟哦一
联：“云往西去松弹琴，水从南来石作
鼓。”赞此地颇有世外桃源之野趣。

在倭仁的资助下，王痴翁在家

里办起了北大学，继续教书育人。
倭仁还雇人从北鼎山运土三车，移
栽了三棵白皮松赠给老师。白皮松
成活了一棵，树高近三十米，在离地
两米处分八枝向上，主干需五人手
接相连才能抱住，一度成为云水村
的风脉树和标志。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云
水村的傅廷彩又筹办了青阳书院，
这在云水村的历史上再添上浓重的
一笔。为彰其德行，村民自发树碑
一座。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
傅廷彩置办房屋数间，扩大了青阳
书院规模，还捐出自家的 120 亩良
田，改青阳书院为“义学”，本村子弟
免费就学，十里八乡的学子也有了
书读。

云水又名官水磨，渊源可追溯
到宋朝。原来，村民见寨后的泉水
落差大，水量足，就势造了一台水
磨，一是省力，二是不收取费用，不
但本村人受益，附近四里八村的百
姓也沾了光。久而久之，官水磨成
了云水的代名词。这个“官”字，很
贴切地褒扬了云水村人的纯朴和仁

义。直到民国时期，附近开挖煤矿造
成泉眼干涸，水磨才不能使用……这
段富含淳朴温情的历史就镌刻在清
凉寺（建于宋朝）的石碑上。

畛河水丰沛清澈，承载着云水
人的美好回忆。不过，畛河也有脾
气。自高山峡谷坎坷而来，畛河带
着一股野性，沿途汇流了拳掌沟河、
南泥河、蒿沟河和石涧河等四条支
流，到达云水时水量更大了。特别
是到了汛期，水势更猛，一改往日温
柔，迷乱心智般泛滥，轻则冲破河堤，
毁坏庄稼，重则威胁人身安全……河
床最宽时有 700 多米，云水村段平
均300多米。

一代又一代云水人傍水而居，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属于云水人
的畛河与黄河合二为一了。20 世
纪90年代，国务院决定修建举世瞩
目的小浪底水库，云水村被定为淹
没区，清凉寺、白皮松、青阳书院也
都成了一个个引人回忆的文化符
号。畛河对于云水，更像是一部史
书，记载着云水的春秋变换与悲欢
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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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贞富

范公迁籍洛阳城

相逐栽花洛阳去

“西都尚有名园处，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
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这是范仲淹的名句。范仲淹是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他的宅园在西京洛阳，他
与洛阳牡丹有着密切的关系。

——范仲淹与牡丹

范仲淹的夫人李氏，出身名门，非常贤惠，她亲
自教育 4 个儿子读书，又管理着这个很大的农庄。
她广种牡丹，又从万安山挖了很多山篦（野牡丹）种
在农庄中，希望培育出牡丹珍品，而牡丹珍品在洛阳
能卖很高的价钱，为农庄增加收入。

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 1037 年）年初，李氏积
劳成疾，在伊樊里去世。范仲淹闻讯，非常悲伤，
千里奔波，回到伊樊里。他已听不到李氏的笑声，
只看到满园的牡丹迎风绽放。范仲淹将妻子埋葬
在其母亲墓旁，然后把园中五十多种牡丹作了详
细的记录，写成了《伊樊里牡丹谱》，即《范尚书牡
丹谱》。

多年以后，周师厚读到这个牡丹谱，又到伊樊里
赏牡丹后，把这里的一种牡丹珍品写进他的《洛阳牡
丹记》中。他说：“玉千叶，白花无橒心，莹洁如玉，温
润可爱。景祐中，开于范尚书宅山篦中，细叶繁密，
类魏花而白。今传接于洛中虽多，然难花。”玉千叶，
这种白牡丹，花型类似魏紫。虽然洛阳嫁接这种花
很多，但是很难培育出真正的玉千叶。

为什么周师厚称范仲淹为范尚书呢？因为这与
范仲淹后期的经历有关。后来，宋仁宗庆历三年（公
元 1043 年），范仲淹官至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
政”。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陕
西四路宣抚使。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去

世，宋仁宗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谥文正。归葬于伊樊
里，墓前立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碑文由欧阳修
撰写。

范仲淹的 4 个儿子皆入仕为官，为政清廉。长
子范纯祐，曾为司竹监；次子范纯礼，曾以龙图阁直
学士知开封府；三子范纯粹，曾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太
原府；四子范纯仁，在宋哲宗初年任宰相。范仲淹的
孙子范正臣、范正平、范正思等，也都是北宋一代名
臣。他们都归葬伊樊里。

范仲淹家族墓园，位于今伊川县彭婆镇许营村
北，北依万安山，南傍曲河水，东临九龙山，西望龙
门山。

范仲淹是唐代宰相范履冰后裔，
吴县人（今属江苏）。两岁时，他的父
亲去世，其母谢观音改嫁朱氏，他改名
朱说。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
1015年）春，27岁的范仲淹科举中进
士，改回本名。

此后，范仲淹大多在江浙一带为
官。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范
仲淹任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东台县附
近）仓监官，在这里看到了一株牡丹，他写
了一首《西溪见牡丹》，诗云：“阳和不择地，
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这首
诗虽短，却有深长的寓意。诗说，只要有和暖的
阳光和春风，不管是什么地方，即使是天涯海角也
有春天。这里的上林，指洛阳上林坊，此坊的银李园
是洛阳最大的牡丹园，范仲淹曾在此赏花。

两年后，范仲淹迎娶太子中书舍人李昌信的长
女李氏为妻。次年，长子范纯祐出生。天圣四年（公
元1026年）秋，谢观音去世，范仲淹丁忧守制，暂寄
谢太夫人灵柩于应天府（今商丘市）。此后三年，范
仲淹次子范纯礼、范纯粹相继出生。

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范仲淹任河中府（今
永济县）通判。次年，调任陈州（今淮阳县）通判。

他路过洛阳，拜会西京留守钱惟演和“钱幕集团”的
欧阳修等名士。钱惟演好招徕名士，奖掖后进，劝
说范仲淹入籍洛阳，并在万安山南麓伊樊里为他
划了职田。所谓职田，是按官员职务大小分的田
地。范仲淹遂将母亲葬于伊樊里，并在这里建立
了庄园，将全家迁居于此。当年秋，范仲淹的四子
范纯仁出生。

范公睦州遇陶旻

在陈州三年后，范仲淹入朝为官，任右司谏。宋
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范仲淹因力谏仁宗废
黜皇后而被贬睦州（今浙江建德市）。睦州的辖境之
内有桐庐郡，郡中有一位名叫陶旻的郡卒，原本是皇
家花吏，后来犯了过错，被发配到这里。范仲淹的朋
友葛闳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接花歌》。另一个朋友
章岷和了一首并拿给范仲淹看，于是范仲淹也和了
一首。不过，葛闳和章岷的作品都已散佚，只留下范
仲淹的作品《和葛闳寺丞接花歌》。

《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中的接花工形象，在古代
文学作品里并不多见，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接
花”指的是嫁接牡丹的技术。通过接花之法，可以
培育出观赏价值更高的牡丹。北宋年间，洛阳牡丹
极盛，接花在当时是一门很特殊的技术。欧阳修

《洛阳牡丹记》说：“接花工尤著者，谓之门园子。豪
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契买
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

全诗以老迈花吏的含泪自述，交代了他的身世
和遭遇。原来，花吏出生在洛阳的富贵之家，“家有

城南锦绣园，少年止以花为事”。后来家道中落，“黄
金用尽无他能”的他，只好作了“琼林苑中吏”，到洛
阳皇家园林侍弄牡丹。他热衷于此职，而且“幸有神
仙接花术”，使得他侍弄的牡丹“五色敷华异平日”，
所以深得皇上喜爱。然而，他不知因何获罪而被放
逐南来。在这里，他老弱多病，孤苦无依，境况十分
凄苦。

这时，范仲淹对牡丹也有了更深的爱和理解，
他更加怀念和向往洛阳的牡丹名园，思念洛阳的家
人，仰慕晚年回到洛阳的白居易，他说：“西都尚有
名园处，我欲抽身希白傅”。他以这样的心情劝慰
老花吏，他说，“一日天恩放尔归”，我愿“相逐栽花
洛阳去”。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千古名
言。从《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中，我们也可感觉到，范
仲淹超越一己的悲欢，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对个人的
进退保持平常心，以道自守，一以贯之，以达观的心
态面对仕宦生涯。

牡丹花开伊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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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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