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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河图洛影】 走进历史之门

范仲淹后人建寨防刀客

诗仙诗圣一相逢
便留下美谈无数

【诗画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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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在河洛大地上的古树名木、古街道、老民宅、旧窑院、古亭台、古城堡等，无
不带着河洛文化的鲜明烙印，向我们讲述着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敬请关注，欢迎
投稿或提供线索。

■投稿邮箱：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7

洛宁县陈吴乡
禄 北 村 有 个 安 居
寨，始建于清同治
十三年(公元 1874
年)，建成于清光绪
五 年 ( 公 元 1879
年)，是当地村民为
防御刀客(土匪)而
集资修建的。寨墙
为夯土质，高约 5
米，周长 1000 米左
右，大致完整，但
东边和东南角有些
坍塌。

此寨设南北两
个寨门，一条主街
直通，寨内有不少
旧宅，多是土坯瓦
房。寨内人家大多
姓范，据北寨墙外
的范家祠堂所记，
该村范姓为范仲淹
后人。

商民杰 摄

我的住处临近一所学校。周
一，全校升旗，学生代表通过广播
表决心，诸如植树节将近，同学们
应该植树造林、保护地球云云。

关于植树的典故，学生兴许比
大人知道得还多——大人忙着赚
钱，没空翻书。

早在周代，就有“山虞”这样的
官，类似于现在的林业部部长，掌
管国家山林。据《周礼》记载，国
家强制植树，“凡宅不毛者有里
布”“不树者无椁”。“里布”是货
币，“椁”是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
材。这就是说，谁要是没在门前
种树，不但活着要缴重税，死了还
不能厚葬。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今
天下毒药，明天动刀子，打得热火
朝天，却也没忘记种树。齐国的管
仲语出惊人，说是守不住山林的君
王，就没资格当君王，把护树提高
到治国的高度。

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后，要求
百姓应像种地一样种树。地是产
粮食的，民以食为天，而种树竟能

跟种地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
隋炀帝虽说名声不好，但在植

树方面贡献不小，他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率领群臣在东都洛阳广种柳
树，还以重赏的方式激励大家种
树：每种活一棵树，赏细绢一匹。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只要多少
有点儿脑子，就会鼓励植树造林。

天子如此，百姓亦是。三国名
医董奉，治病不收钱，只收树：遇到
病情较轻的，治好了，就请人家种
1棵杏树；遇到病情重的，治好了，
请人家种５棵杏树。天长日久，他
的房前屋后有了成千上万棵杏树。
董奉又以杏子换粮，赈济穷人。此
后，人们便将“杏林”作为医学界的
别称；遇到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
生，就称赞其为“杏林高手”。

白居易不像董奉那样偏爱杏
树，而是啥树都种；种着树心里高
兴，就写诗“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
栽”“手栽两松树，聊以当嘉宾”“每
日领童仆，荷锄柳缺渠”……

白居易一生辗转多处，走到哪
儿都爱种树，晚年定居洛阳，仍要

“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龙门
香山草木蓊郁，不知哪一棵是他当
年所栽。

苏轼也是爱树人，小时候就
“种树满东岗”；后来去杭州当官，
又在西湖长堤上种树。没有他，就
没有迷人的“苏堤春晓”。

与洛阳颇有渊源的冯玉祥，
被誉为“植树将军”，更是爱树如
命。他用大喇叭吆喝：“老冯驻徐
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
砍谁的头。”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决定，将3月12日定为植
树节——此日乃孙中山逝世纪念
日，孙先生一贯倡导植树造林、造
福后人。

问题是，在密不透风的水泥丛
林里，我们去哪儿种树呢？

我家窗外原本有棵梧桐树，
前两年被砍了，小区要腾出地方
建车棚。

听说有些老师要求学生买一
小盆绿色植物，带到教室里养。可
怜的城里人……

去哪儿种树
□记者 张丽娜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
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甫《春日忆李白》

公元744年的阳春三月，被唐玄宗赐金
放还的李白经过洛阳，生活在洛阳的杜甫听
说后，很想拜访这位大唐才子。他们见面的
地方史书没有记载，也许是在李白小时候喜
欢玩儿的天津桥附近。

闻一多先生曾用一段充满诗意的话来盛
赞二人相见：“我们该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
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
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
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
念的。”

孔子入周问礼，是中国古代两位最优秀
的圣哲的会面，洛阳东大街至今还保存有“孔
子入周问礼碑”来纪念此事。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李白是经唐玄宗钦
点选拔上来的，是名满天下的诗人，杜甫则是
名不见经传的后生，自然对李白十分仰慕。
后来，生活在洛阳的高适听说李白来了，也来
凑热闹。他们追鹰逐兔，纵酒高歌。在洛阳
玩儿了一段时间后，李白便邀请两人到山东
的家里做客。

这次远游可能是杜甫一生中最快乐的事
情，他晚年写诗回忆了这次远游：性豪业嗜
酒，嫉恶怀刚肠……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
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

从杜甫的诗里可以看出，这段时间他过
得相当轻松自在。此后，李白回兖州附近的
任城，李白当时的家在那里。后来杜甫也到
了兖州，在秋日里与李白重聚，写诗访友、求
仙，加上喝酒聊天，他们过得十分快活。

当时，杜甫对李白的评价并不高，可能是
两个人诗风相差太远，互不服气。杜甫只是
把李白与南朝的诗人阴铿相比；李白呢，不
知道他怎么评价杜甫，因为他只在兖州城东
的石门与杜甫分手时写过一首送别诗，之后
就再也没有提起过杜甫。这次分手，两人缘
分已尽。后来，杜甫对李白的评价却越来越
高，可能是他终于读懂了李白。

一生批评历史人物无数的南宋理学家朱
熹，曾列举过中国历史上可称为伟大的五个
人：诸葛亮、颜真卿、杜甫、韩愈、范仲淹。在这
五个人中，杜甫是唯一一位身处民间、在政治
上无甚建树的人。朱熹评价说，杜甫是光明正
大、磊磊落落，在人格层面堪称楷模的人。

□王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