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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故城遗址伊川故城遗址
伊川故城遗址位于伊川县平等

乡古城村北。该故城平面近长方形，
周长 5670 米，面积近 185 万平方米，
内城周长约 2300 米，面积约 30 万平
方米。

遗址地表现存城墙分为西城墙及
北城墙，城墙下宽30米、上宽7米，高5
至7米，为夯土砌筑。夯土层厚8至10
厘米，夯窝为圆形，直径5至7厘米。

据《伊川县志》记载，该故城遗址
相传为周赧王时城址，城墙上出土的
陶片均带有绳纹，数十年来常有弓矢、
箭镞等出土。

1994年，文物保护人员对该遗址
进行了发掘，共发掘新石器时期墓葬
5 座，出土了一些仰韶文化遗存。遗

存表明至少在仰韶时期，该处已经有
人类居住和活动，对研究伊川古代历

史具有重要价值。
本报记者 苏楠 通讯员 李明

丝路西行第一驿
——临都驿漫谈

□郑贞富

出城相送临都驿

邮驿制度萌芽于商代，到周代
时，已形成了以洛邑（洛阳）为中心的
全国邮驿信息网。在周代和汉魏时
期，在洛阳西郊都设有临都驿，但确
切位置，已不可考。

隋唐之临都驿，文献有明载，在
隋唐洛阳城西约六里处，其位置在
今洛阳高新区孙旗屯。这里是崤函
古道的东起点。

所谓崤函古道，是隋唐时期的
中心驿道。崤函古道有南北两条通
道。北道又名北崤道，由洛阳西行，
过汉函谷关，经新安、渑池，直抵陕
州。南道亦名南崤道，自洛阳向西
行，经韩城、三乡西，拐向西北，过雁
翎关，达陕州。南北二崤道于陕州
交会之后，滨黄河，经桃林塞、华山
北麓，通往长安。

但是，无论是走北崤道还是南
崤道，从洛阳出城后，经过的第一个
驿站，都是临都驿。假若走南崤道，
是经临都驿沿洛水继续西行；假若
走北崤道，则是出临都驿北行至蒋
桥，然后左转沿谷水西行。

临都驿并非一般的驿站，而是
一个驿城。它是交通和通讯枢纽，
是一个军事基地，是国家迎宾馆，是
官员郊游饯行之所，也是崤函古道
上的行宫管理中心。

这座驿城，有多个建筑群，这里
最著名的亭阁建筑，是夕阳亭，又名
河亭。唐朝唐彦谦《寄怀》：“有客伤
春复怨离，夕阳亭畔草青时。泪从红
蜡无由制，肠比朱弦恐更危。梅向好
风惟是笑，柳因微雨不胜垂。双溪未
去饶归梦，夜夜孤眠枕独欹。”这里提
到，夕阳亭为双溪环绕，梅树柳树成
林。白居易《河亭晴望》：“风转云头
敛，烟销水面开。晴虹桥影出，秋雁
橹声来。郡静官初罢，乡遥信未回。
明朝是重九，谁劝菊花杯？”这里提
到，夕阳亭畔，水面开阔，有秋雁黄
菊，有晴虹之桥。

唐代，临都驿是洛阳郊外最重要的饯行场所。
有官员从洛阳调到西部任职，其友人和同僚都在临
都驿置酒饯行。

《唐阙史》说，唐朝洛阳人、中书舍人卢渥，弟兄
四人的官职都很显赫。唐僖宗乾符年初，卢渥因为
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由中书舍人授陕州观察使。
过了十几天，他弟弟卢绍由长安令被任命为给事
中，又过十几天，他弟弟卢沆由集贤校理任命为左
拾遗。又过十几天，他弟弟卢沼从畿尉升为监察御
史。诏书频传，家族很荣耀。

卢渥去赴任时，东都洛阳的各衙门都在临都驿
互相宴请，洛阳城为之一空，出城观看的人，肩擦
肩，车碰车，超过清明节洒扫时的情景。有一个白
须驿卒，感慨地说：“我当驿吏近五十年，经历的事
很多，从未见到过这么盛大的欢送场面。”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白居易任东都尚书省
刑部侍郎，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

刘禹锡到长安去任职，两人在临都驿置酒话别。在
这里，白居易写下了《临都驿答梦得六言二首》，刘
禹锡写下了《答乐天临都驿见赠并再赠乐天》等诗
篇。梦得，是刘禹锡的字；乐天，是白居易的字。

白居易和诗人元稹（字微之）也曾相聚于临都
驿，白居易写《酬别微之 临都驿醉后作》等诗篇。

临都驿还有很多故事传世，《尧山堂偶隽》卷二
十九，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唐代洛阳有一个读
书人，名叫郑还古，与柳当将军住在同一个里坊。
他后来奉调到长安任职，柳将军为他在临都驿设宴
饯行，让带自家中的歌女前来陪酒，其中一名叫沈
真真的歌女，与郑还古一见钟情。柳将军说：“那就
请一诗以定情好，待你在长安安顿好，就将真真送
去完婚。”郑还古赋诗云：“冶艳出神仙，清声胜管
弦。词轻《白苎曲》，歌遏碧云天。未拟生裴秀，何
妨乞郑玄？不堪金谷水，横过坠楼前。”柳将军大
喜，沈真真拜谢。

临都驿送崔十八

回望临都驿 聂剑帆 画

在古代，驿站的主要职能是传递军情、政令、信
件，到后来发展为接送官员、转运物品。丝绸之路实
际上是由无数个驿站联结的一条邮驿之路、经济之
路、文化之路。隋唐时，洛阳通往长安的崤函古道，是
向西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第一段。临都驿是
崤函古道上的中心驿站，也是丝路西行第一驿。

且谈洛西古驿城

《临都驿送崔十八》是白居易晚年所写的名
篇。诗曰：“勿言临都五六里，扶病出城相送来。莫
道长安一步地，马头西去几时回？与君后会知何
处，为我今朝尽一杯。”

《临都驿送崔十八》是一首七言古诗，作于洛阳
临都驿。这首诗是说，你此一去，我们还不知道在
何处才能相会；今朝我为你送行，请干了这一杯，为
你行程之中壮壮行色吧！当时诗人带病送友，语意
感伤，反映了友情深厚，晚年再会之难。

崔十八是谁？假如白居易时代有人问这个问
题，会显得很可笑。因为崔家满门皆名士，谁人不
识十八郎？崔十八，就是大名鼎鼎的崔珙。

崔珙出身于博陵崔氏家族，这个家族从北魏时
期已迁居洛阳，为当时四大名门望族之一。这个家
族，有良好的家风，代有英才。崔珙有亲兄弟八个，
皆进士及第。他有堂兄弟几十个，也出了不少进
士。在同族兄弟中，他排行十八，最有才华，人们称
他为崔十八或崔十八郎。

他比白居易小十几岁，但几乎同时考中进士，
并同时通过吏部的考选走向仕途。在白居易分司
东都洛阳期间，崔珙任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白居

易成为崔珙的下属。两人关系密切，白居易写了多
首与崔珙相关的诗，如《答崔十八》《雨中访崔十八》

《崔十八新池》等。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秋，崔珙到长安担任宰

相，年龄六十九岁且已患病的白居易出城相送，在
临都驿与崔珙话别，写下了这首《临都驿送崔十
八》。数年后，白居易在洛阳白莲庄去世。

北宋末年，临都驿和繁华的洛阳城一起被金兵
焚毁，结束了它五百多年繁华的历史。此后，这里
成为牧场。明朝时，这里为河南卫的一个屯田之
处。清初，这里成为汉八旗的一处营地。主官姓
孙，因此这里被称为孙旗屯。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永庆寺，位于偃师市缑氏镇缑氏
村北，与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 1789
年）的《偃师县志》（点校本）（以下简称

《县志》）之《陵庙记》所载的“永庆寺，
在县缑氏保”正相吻合。

关于永庆寺的始建年代，说法不
一。有人说该寺始建于东汉末年，鼎盛于
唐宋，规模宏大，地域八顷；另一说该寺始
建于元代。但从寺庙现存遗迹和出土遗
物来看，以上说法和记载均不准确。

2004年11月，考古研究人员在缑
氏村发现一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
年）武则天《宿永庆寺》诗碑的残片。据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河南省民俗
研究会理事康仙舟解释，这首诗是武则
天夜宿永庆寺时为怀念其亡故的长子李
弘而作的。由此得知在武则天时期，永
庆寺已有之。另《县志》之《陵庙记》所
载，武则天《宿永庆寺》诗碑也淤埋于永
庆寺中，并有唐代造像石佛塔数座，藏
于寺址内，亦可为据。

至宋初，诸皇陵采石于百坯山，建
陵使者驻永庆寺，采石记碑亦竖立于
寺内。1980年10月，缑氏镇永庆寺旧
址出土宋代《永泰陵采石记》碑一通，
记述了修筑宋哲宗赵煦寝陵采石的经
过。除此之外，寺内还有《宋宣仁圣烈
皇后山陵采石之记》《宋二陵采石之
碑》《宋崇恩园陵采石记》等碑刻，均可
证永庆寺不可能建于元代。

《县志》还收录了元代赵忠《宿永
庆寺》诗一首：“已断幽栖境，谈元（玄）
四座惊。性天春浩浩，心鉴月明明。
象教千年重，尘缘一羽轻。学登最上
乘，安稳度生平。”可见元代的永庆寺
院颇负盛名。另《洛阳明清碑志》（偃
师卷）收录了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
1559 年）的《永庆寺重修伽蓝殿记》，
碑文记录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文载“西
亳缑镇之北有寺，名永庆焉。阅《宋陵
采石》及诸住持勤迹碑记，遽知是寺创
于有唐之前，而为古少林禅寺之支派

也”。以上这些显证永庆寺确非始建
于元代，而在元代、明代确曾重修过，
其始建年代最晚不迟于唐代前期。

遗憾的是，千年古寺恢宏的实体
建筑现已荡然无存，且留存的相关资
料少之又少。仅从百姓口传及零星资
料显示，永庆寺建筑盛大，连接着四个
村寨，占地百余亩，屡建屡修，香客络
绎不绝。

寺内主要的单体建筑曾经有：山
门、钟楼、鼓楼、天王殿、伽蓝殿、大雄
宝殿、万佛阁、藏经楼、寮房、居士房、
晒谷场等。殿堂多系重檐歇山顶，拱
券门，各间之间依靠开拱门相连，形制
奇特，雕刻精湛，宏伟壮观。

兴盛一时今不存
□李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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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城墙连接处（图片由市文物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