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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原地区社会认可、客户信赖的法律服务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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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遗失声明
●编号为P411908870，姓

名为韩东晨，出生时间为2016
年5月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洛阳伟翔置业有限公司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杜甫
路310国道南侧上海国际商贸
城E5号楼4层。证号为偃房权
证（2013）字第00037938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丢失，声明作废。

●偃师市缑氏镇郑窑村晓
娜果园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381MA40
YMC14N，声明作废。●嵩县德亭镇德亭清真寺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正本、副本
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1410325MCU672198M，声明
作废。●洛阳市老城区平民服装
店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10302MA44KD
WB60，声明作废。●洛阳市老城区桃爱漫计
生保健品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3
02MA9GNHLDXX，声明作废。●王小鲜位于偃师市太学
路华夏南区5幢东单元6层西
户，证号为洛房权证偃师字第
003676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丢
失，声明作废。

公 告
海口美兰瑾以松百货商

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46000
0MAD9N0RE0M，该营业执照
系非法定代表人本人主观意
愿办理，现已办理注销，请勿

与此商行发生任何业务往来
与交易，特此公告。

债权债务公告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商

城街道北环路南、高速引线西
的一处工业用地欲转让，不动
产权号：豫（2024）洛阳市偃师
区不动产权第0010568号，权利
人：牛宏道，总面积：15084.25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因转让变更，现对变
更前债务债权（包括抵押、担
保、出租）和个人的经济纠纷
进行清理。如有以上问题请
联系张先生，手机号：15538588
663。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有效，逾期不再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洛阳安后置业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办理洛阳高新
区白营、后营村城中村改造《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国家城乡规
划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现
将有关事宜公示如下：

一、项目建设单位：洛阳安后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涧西区滨河北路与于家

营街交叉口西北角，选址范围东至辛店街道太后庄社
区用地界，西至辛店街道太后庄社区用地界，南至辛店

街道太后庄社区用地界，北至辛店街道太后庄社区用
地界。建设用地面积约 205.43 亩。项目建设依据：

《洛阳市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确认洛
阳高新区创智路以东两宗地块为安置地块的批复》（项
目代码：2401-410371-04-01-505823）。

三、用地性质：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四、公示时间：自登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五、监督电话：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涧西分局 64920721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项目公示

慈父肖建军，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4月22日12
时 20 分与世长辞，享年 64 岁。遵照慈父遗愿，丧事从
简。在此，对我父患病期间前来探望及长期以来关心我
父的亲友，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儿：肖翔
媳：张明娣
孙辈：肖敬儒

泣告

讣 告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

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
情。”这首《春夜洛城闻笛》（见部编版七
年级语文下册），是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李白第二次来到洛阳时写下的，
35岁的他正在四处拜访达官显贵，想找
到进入仕途的机会。客居东都，前途未
卜，夜不能寐，深夜听到窗外传来的阵阵

笛声，拨动了李白内心深处的那根弦，也
唤起他浓浓的思乡之情。这两年李白在
洛阳出出进进，也许在洛阳陌上、定鼎门
外，和回乡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杜甫擦
肩而过，但直到8年后，他们才会在洛阳
见到第一面。

和怀才不遇的李白相比，同为唐代
诗人的洛阳老乡王湾，身在江南，则把思

乡之情寄予北归的大雁：“客路青山外，
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
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
处达？归雁洛阳边。”（《次北固山下》，见
部编版七年级语文上册）尤其是“海日生
残夜，江春入旧年”写出了盛唐的气象，
被当朝宰相张说挂在政事堂，作为天下
读书人创作的楷模。

何人不起故园情
□李砺瑾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偃
师商城考古队领队陈国梁结合最新考古研究成果，
介绍了偃师商城的选址与规划理念。

偃师商城选址遵循“经水若泽”理念

偃师商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已走过40个春秋，收
获巨大。其完善的城市防御体系、高规格的中心功
能区、完备的贮藏区、齐备的手工业设施、畅通的交
通体系、科学的水资源利用体系和规格不同的墓葬
等，为理解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背景下的城市营建
行为提供了重要参照。

偃师商城有三重城垣，由外到内分别为大城、小
城和宫城。其中小城的发现和确认，因对探讨夏、商
分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学术意义，被评为1997年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年，随着田野考古工作愈
发系统深入，偃师商城遗址小城的城市要素和格局
渐趋清晰。

“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可知，在小城营建之初，北
墙、东墙所在位置分布有少量的小型二里头文化聚
落。”陈国梁介绍，其南方不远处即为古洛河，东、西
两侧200米至300米处还存在着南北向的冲沟（古
河道），东南部则濒临较大型水面。自然河流与湖泊
的存在虽然限制了城市发展的空间，却可以借助西
北高、东南低的整体地势，有效利用北侧邙山冲沟和
西侧上游河流来水，打造各类水资源利用体系。

陈国梁认为，小城的选址和水系分布印证了
《管子·度地》中所描述的理念：“故圣人之处国者，
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向）山，左右
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泻），因大川而注焉。”意思
是说，圣人选定建设都城的地方，一定地势平坦，土
地肥沃，物产丰饶，依山，左右有河流或湖泽提供水
源，并在城内修筑与河流连通的沟渠网络。

城市空间规划体现“方里而井”思想

最新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表明，偃师商城遗址
小城的道路系统分为东西向道路、南北向道路、环城
路和顺城路。

“道路系统与此前发现的水系、城墙、城门等重
要遗存一起，共同构成了偃师商城遗址小城区域‘一
核、二环、三路、多区’的多网格式封闭型城市空间格
局。”陈国梁介绍，“一核”即宫城，“二环”即宫城周边
环城道路和小城内外两侧道路，“三路”即小城区域
西、中、东三路纵向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偃师商城遗址小城的布局与二
里头遗址的布局类似，均为“多网格”状，体现出“方
里而井”的规划理念。“这是夏商时期都邑规划理念、
规划思想一致性的表现，也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体
现。”陈国梁说。

功能区布局体现“仕者近公（宫）”理念

考古发现证实，偃师商城遗址小城中南部设置
有宫城，其东、西、南三个区域内分布有或东西并列
或南北并列的大中型建筑，南部空间还分布有隔开
各个建筑的次级“十”字路网。有研究认为宫城西、
南侧的建筑基址可能分别属于“王室贵族的聚居区”
和“中央官署”，陈国梁表示，如果得到证实，这一空
间安排方式与《管子·大匡》篇所载的“仕者近公

（宫）”理念较为接近。
综合来看，偃师商城遗址小城内单元空间的体

量较二里头遗址小，与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址接
近。陈国梁表示，建筑规制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夏商时期不同遗址的规格有别，更清晰的文化
场景和文明图景仍有赖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综
合研究的逐步推进。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偃师商城遗址小城与二里头遗址布局类似

“多网格”布局体现
夏商都邑规划理念一致

扫二维码上“学习强国”，看
《课本里的洛阳：何人不起故园
情》视频

伊洛瀍涧与牡丹系列 涧河牡丹记涧河牡丹记
□郑贞富

当代水利专家认为，涧河发源于三门峡陕州区观音堂，全长104公
里，流域面积1430平方公里，于洛阳市区瞿家屯流入洛河，支流有磁河、
王祥河等。涧河流域，是牡丹的重要栽培区，牡丹文化资源丰富。

金斗山位于新安县城西郊、涧河北岸，
金斗山上有一座汉代建的薄姬庙，庙宇历
代重修，规模宏大。

薄姬是汉高祖刘邦的妃子。公元前
202年，薄姬生下了皇子刘恒，即汉文帝。
汉文帝对母亲非常孝顺，相传母亲卧病三
年，他衣不解带，在床前侍奉了三年，并亲
尝汤药，尝过之后才让母亲服用。公元前
157 年，汉文帝驾崩，太子刘启即位，是为
汉景帝，尊祖母薄姬为太皇太后。公元前
155年，薄姬去世，汉景帝下诏，在长安、洛
阳建薄太后庙。

薄姬崇奉道家无争无为思想，又践行
儒家仁孝观念，为国人树立了一个宽厚仁
慈、与世无争的慈母形象。到东汉时，光武
帝刘秀大力推行汉文帝、景帝、武帝提出的
以孝治天下理念，把薄太后晋升为高太
后。此后两千年间，全国各地广建薄姬庙，
以供奉薄姬这位伟大的母亲。

金斗山自古就是牡丹的重要栽培基
地，因为牡丹是孝道之花。唐代高僧弘正
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释读》中提出：“一朵牡
丹，有六度之善德，乃众生得度之六大法
门。”“花福赐人，是谓孝。”百善孝为先，儒
家讲孝道，道家、佛家也讲孝道。宋代林同

《仙佛之孝十首·许真君》说：“乡以孝廉举，
仙为孝道宗。谓予方不信，君请问兰公。”

金斗山薄姬庙中的薄姬塑像，仁慈端
庄，身披牡丹纹饰礼服，头戴镶嵌牡丹花的
凤冠。每年三月初三上巳节，要在薄姬庙
举行敬献牡丹花仪式，并举行庙会。

因为薄姬的生日是三月初三，正是牡
丹盛开之时。宋代李流谦《晚春有感答才
夫上巳之作》说：“牡丹犹欲扳春住，开到荼
醾春遂去。黄蜂白蝶太痴生，抵死嗔风复
嗔雨。”因此上巳节就是洛阳古代牡丹花
节。北宋邵雍《上巳观花思友人》：“上巳观
花花意秾，今年正与昔年同。当时同赏知
何处，把酒独能对远风。”

薄姬庙是孝道文化圣地，牡丹是孝道
之花，薄姬的诞辰又是传统牡丹花节，于
是牡丹文化与薄姬文化相结合，使孝道思
想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磁涧镇在新安县的东部，位于磁河和
涧河的交汇处。磁涧镇是隋朝西苑、唐神
都苑的一部分，也是牡丹较早种植的区
域。磁涧牡丹初植于隋唐，兴盛于宋代，传
承于后世。

元朝袁桷的《清容居士集》之《田氏先
茔志》记述了金朝武略将军田青，原籍丰
州，降蒙古后，成为洛阳一带的屯田官，遂
举家迁洛阳磁涧。田青的孙子田君秀，任
元朝的太仆院判。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
年）三月，田君秀的父亲去世，为了选择
墓地、修建墓园，竟用了三年。最后在
磁涧镇白李庄建好墓园，请好友袁桷来
写墓志。

正值春天，袁桷来到磁涧，参加了葬

仪。正是在这里，他看到磁涧盛开的
牡丹和芍药。他在《寿乐堂序》中感
叹道：“洛阳名园多矣，专美于后世，
今何人哉！夫动静文养乃成其性！”

他在磁涧，写下了传世名篇《新
安芍药歌》：“洛阳花枝如美人，点点
不受尘土嗔。轻朱深白铸颜色，高
亚绿树争精神。那如新安红芍药，
透日千层红闪烁。碧云迸出紫琉
璃，风动霓裳凝绰约。我闻种花如
种玉，尽日阴晴看不足。微云澹荡增
宠光，细雨轻濛赐汤沐。何人看花不
解理，香雪纷纷手中毁。酒酣跌荡空
低昂，得意须臾竟如此。翩翩骕骦云
中君，爱花直欲留青春。青春如流欲

归去，明年看花君合住。”
元朝文学家姚燧的《序牡丹》，写成

于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姚燧是
洛阳人，尤喜牡丹，在《序牡丹》中重点介
绍了洛西刘氏园，写到这里有一株牡丹
名品寿安红，这是一株高四尺的老牡
丹。据新安学者安伟考证，洛西刘氏园
在今磁涧镇北。

明清时期，磁涧镇至新安县城还有
多处公园，为私人捐助，为大众施茶和供
人游览处，当时称为茶亭。这些茶亭，并
非只有一个亭子，而是有房屋多间、土地
数十亩的茶园。茶亭所施的茶，并非是
从南方运来的毛尖、龙井等南茶，而是茶
园中种的本地茶，主要是牡丹茶。

涧河流域物质文化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丰富，在这里都有牡丹
的芳踪。

1994 年发现于新安县城关镇
宋村的一座北宋砖雕墓中共镶砌了
近 30 幅牡丹砖雕，分布于墓室各
处，举目可见。其中有盆花、折枝、
朵花等，形态各异，无一雷同。另
外，发现于该县石寺镇李村的北宋
壁画墓中的一幅牡丹仕女图格外传
神：两侍女站立在桌子两端，桌子上
摆放着一瓶牡丹插花，花为红色。

从新安县城关镇到石寺、北冶、
石井一带，为古代洛阳陶瓷的重要生
产基地。这些瓷器上的牡丹纹有两
种：一种是宋元时期的青釉瓷器上，
多印缠枝牡丹纹，或折枝牡丹纹，或
交枝牡丹纹；一种是明清民国时期的
白瓷器上，多为工笔或小写意牡丹。

新安黑陶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制作中心在磁涧镇，当代新
安黑陶艺术家，将黑陶艺术和牡丹
文化结合，制作出的牡丹黑陶艺术
品，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007年9月，香港著名企业家
邵逸夫一行到洛阳考察，洛阳赠送了
两件礼品，分别是邵爱珍画的国画百
花贺寿图和新安黑陶非遗传承人索
望制作的百花贺寿黑陶盘，用不同的
艺术形式，共贺邵逸夫百岁寿诞。

百花贺寿黑陶盘是在直径 25
厘米的黑陶盘上雕刻出一百朵牡
丹，这些牡丹有大有小，最小的直径
还不到 10 毫米，有花有枝有叶，采
用了微雕技法，令人叹为观止。

在牡丹黑陶雕刻的图案选择
上，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古代工笔
牡丹画，可以在黑陶上将古画完全
雕刻出来，达到一种新的艺术效果；
第二种是将古代瓷器上的牡丹画或
纹饰，在黑陶上完整复制出来；第三
种是黑陶艺术家直接进行艺术创
作，把当代千姿百态的洛阳牡丹融
入黑陶艺术中，表现形式更为丰富
多彩，也是牡丹黑陶中最有艺术价
值的一种。

另外，新安澄泥砚、新安紫砂的
制作技艺，都是非遗，当代非遗传承
人将牡丹文化融入了澄泥砚、紫砂
传统技艺，创造了大量艺术精品。

金斗山上说牡丹

漫步磁涧访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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