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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洛 春 秋——洛阳城门系列（8）

帝都城门，历史大幕；开合之间，胜败无数——云龙门下，魏主曹髦血染龙袍，曹家班谢幕；应天门上，

武则天登基执政，女皇帝登台。城门里多少故事？城楼上几多风云？正所谓“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

高。骑白马，带长刀，城门底下走一遭”，让我们唱着古老的童谣，打开历史城门，说说其中的故事。

□首席记者 孙钦良

唐诗意境：建春门外桃李艳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今人遗憾：当年城楼无处觅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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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春门：出城走东陌，惯见桃李花
建春门，隋唐洛阳城的东城门之一。
隋唐洛阳城规模很大，仅外郭城就有

8个城门，其中东墙有3个门，自南向北为
永通门、建春门（隋名建阳门）、上东门，建
春门是东三门里中间的那个门。

大唐往事：
建春门内住宰相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按照建制，各里坊四边长度为三
百步，合一华里。但前几天我查史料
后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靠近洛
河的延庆里、嘉猷里等里坊都达不到

“尺寸”，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一带靠近洛河，居民都

不愿意来此居住。每当洛阳发洪水
时，洛河岸边的里坊首先被淹，洛阳
城东和城东南角地势低，所以从建春
门到永通门，再到长夏门一带，居民
不多，路宽人稀。

但白居易、刘禹锡、牛僧孺等人，
喜欢在这一带居住，不为别的，只为
城东有好风景。刘禹锡曾写过一首
诗：“金谷园中莺乱飞，铜驼陌上好风
吹。城东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柳无限
时。”再看李白的《洛阳陌》：“白玉谁
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
动洛阳人。”这两首诗，都在间接地写
城东桃李花美。刘禹锡写的是感伤，
说“城东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柳无限
时”，他这是在咏史，我们可以理解。
李白玩的是审美，他描写一个洛阳富

家子弟，驾着宝马香车，驶于天津桥
上，忽然决定要去城东看桃李，掉转
车头就向建春门而来，其果断举止和
风流潇洒，引得洛阳人观看。

洛阳八小景中，本来就有“东城
桃李”一景，东城，本指隋唐东都皇城
宫城东边的一个夹城。过去我们认
为，“东城桃李”指的就是东城街市中
或私家园林中的桃李花，但根据唐诗
和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后，我发现这

“东城”不是狭义上的“东城”，而应该
是指城东地区，包括上东门外、建春
门外、永通门外广大地域，因为从李
白的诗《洛阳陌》来看，阡陌相连，必
在城外，而且他强调“看花东陌上”，
这个“东陌”便是“东郊”了。

为什么八小景说是“东城桃
李”，而不说“城东桃李”呢？

我认为这是为了对仗。细看洛
阳八大景和洛阳八小景，会发现它们
各为四组，每组两景，两两对仗。譬
如八大景中的“邙山晚眺”对“平泉朝
游”，“金谷春晴”对“洛浦秋风”；八小

景中的“东城桃李”，是为了和“西苑
池塘”对仗，若写成“城东桃李”，就必
须对“苑西池塘”，西苑是固定名词，
隋炀帝时已有“西苑”之称谓，不能随
意改动。

唐代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
翁》，则更明确地写了城东桃李：“洛
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
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
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
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
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
半死白头翁……”

咱们只看其中两句，“洛阳城东
桃李花”，明确是指“城东”，不是“东
城”；“古人无复洛城东”，再次点明是
洛城东郊。

李白是盛唐诗人，刘希夷是武周
诗人，刘禹锡是中唐诗人，这几个人
处于不同时期，都有诗赞美城东桃
李，只能说明建春门外风景好！

唐代建春门，不在洛河之北，而在洛
河之南，地处今李楼镇的中岗村与楼子村
附近。

当时，洛阳共有112坊，洛河之南有
83坊，洛河以北有29坊（引自王铎《洛阳
古代城市与园林》）。里坊是城市居民社
区，各坊四边长度为三百步，合一华里，故
称里坊，简称里。

洛南东城墙一线，从北到南依次有延
庆里、静仁里、仁风里、怀仁里、归仁里、利
仁里、永通里、里仁里。建春门在怀仁里与
归仁里之间。这就是说，从建春门的北侧
到洛河还有四坊，还有四华里。

建春门内紧挨着的这几坊，当年住过
名人。

建春门北侧仁风里住过宰相魏元忠，
此人秉性坚忍，百折不挠，武周时期，他数
次被贬流放。武则天重用的周兴、来俊臣、
二张兄弟，都和魏元忠过不去。面对这几
个“凶猛动物”，别的大臣唯恐避之不及，魏
元忠却敢直面斗争。一次，“二张”的家奴
犯了法，魏元忠立马下令乱杖将其打死
了。还有一次，酷吏来俊臣陷害他，他直接
当着武皇的面说：“这周兴就是想杀我而求
富贵！”武则天听他这么说，也就没有杀
他。他软硬不吃，经常惹事，屡涉险境，但
每次都化险为夷，一直活到70多岁。仁风
里还住过一个诗人——杜甫，不过那时他
还不会写诗。杜甫出生在巩县南瑶湾村，
其母早丧，他一岁到六岁被寄养在东都建
春门内仁风里，这里是他的二姑家。二姑
待他很好，把他当亲儿子看待，他在这里度
过了愉快的童年。

建春门内南侧归仁里住过牛僧孺，他
是唐穆宗、唐文宗时的宰相。他最大的特
点是不受贿赂。《唐书》这么记载：士族韩弘
入朝为官时，其子暗地里贿赂了许多朝
官。韩弘父子死后，皇帝派人助其幼孙清
理财产，发现宅簿上“具有纳赂之所”，至牛
僧孺名下，却写着“某月日，送钱千万，不
纳”。穆宗看后大受感动，在选拔宰相时说

“首可僧孺之名”。
牛僧孺曾与另一个宰相李德裕斗争，

两人身后各有党人集团，老牛是牛党领袖，
老李是李党领袖，两人都曾在洛阳居住，牛
僧孺住归仁里，李德裕住龙门南平泉山庄，
两人因为政见不同，斗得死去活来。白居
易和牛僧孺关系好，经常到仁风里游玩，刘
禹锡有时候也来，李德裕对这些很清楚，但
好像并不在意，还向皇帝推荐白敏中（白居
易的堂弟）做宰相。

当然，隋唐洛阳城损毁之后，金
元明清时期，洛阳城缩水了，小小城
郭只有四个城门，东门一度也叫建春
门，1948年解放洛阳时，担任建春门
主攻第一梯队的是我军三纵八师二
十三团。该团的张明营长战前曾让
一个战士去侦察，这个战士画了一张
《东门敌情图》，图上画满各种奇怪的
图和符号，甚至还画了一条死狗。

拿着这张图，张明糊涂了。小战
士向他解释：大弧线是建春门，长线条

是护城壕，上面的短线是桥，老百姓说
上面有座桥可以过去。桥头圆圈是敌
人的暗堡。张明问：“为啥还画上一条
死狗？”小战士说：“这条狗跑上去就死
了，说明那里有电网，我军要防备！”

张明表扬了小战士。部队经过
强力攻城，于3月7日攻破建春门。
军旅作家邓友梅当时也从这个门洞
里冲进了洛阳城，他后来撰文说：有
一年，他来洛阳开会，别的地方不
去，先找东城门，结果没有找到，后

来一问，早被扒掉了，他感到遗憾。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他将看到新建
的建春门，目前效果图已出，只待
再现雄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