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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 州 ：一 座 满 载 诗 意 的 城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初春的汝州青葱而有朝气，延绵的山脉把这座城市的线条拉得五线谱一样起起伏伏，看起来富有弹性。恰似母亲的臂弯，把这些鳞次栉比的楼房温柔地搂抱在怀里。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是这么一座普通的小城，曾经一度成为全国佛教文化的起源地；曾经一度高僧云集、名士荟萃，以至于诗文洋溢，把一座小城的诗意阐释得淋漓尽致。那么多古代现代的文人墨客，用诗

句把这里打造成了一座华丽极致的文化之城。 ———题记

是的，一座城市，唯有诗意的栖居才会

有质量与意境，一览无余是没有内涵可言

的，若隐若现才更能激起人们的畅想和探

寻。

从古到今，汝州就是一块诗歌的热土。

文脉相承，在现当代，文化人默默创造与创

作，弘扬历史文化，抒写时代新篇章。

2001年，著名诗人贺敬之偕夫人柯岩
在河南省工人温泉疗养院疗养 38天，用汝
州温泉洗去半生劳疾。深感泉水的神奇疗

效和工作人员的热情淳朴，贺老欣然挥毫，

写下长诗《歌汝州温泉》。同时，现当代诗人

众多莅临汝州采风写作，贺敬之、雷抒雁等

著名诗人都先后到汝州采风和参加活动。

2010年 9月 23日，著名歌唱家谭晶到
汝州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汝瓷文化节，献

唱了一首由孟庆云谱曲、张名河填词的歌

曲《汝瓷赋》。

汝州市作协主办了“传统文化进校园，

诵读进课堂”公益活动 32期；“祭拜孔子先
师，诵读论语经典”万人经典诵读活动火爆

汝州。

2020年 7月 4日上午，在烟波浩渺的
汝水河畔，在幽静神秘的汝瓷博物馆，由大

河报发起的“大河·中国青少年诗词之旅”

走进汝州，开展文化寻根游活动。

丰厚的历史文化滋润，使得汝州文人

雅士辈出。近几年来，汝州相继成立了“汝

州晚晴诗词协会”“作协传统经典诵读分

会”等民间文化社团，以构建和谐、传承文

化、享受快乐、真情奉献为宗旨，以诗歌为

主线，开展了多元性的文化活动。目前，汝

州诗歌创作者众多。拥有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 3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35人，中华诗
词学会会员 28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22
人，汝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320人。文化艺术
组织团体遍布全市城乡，现有市一高、二高

设立有文学诗歌社团。每年举办各类文化

艺术活动 300多场次。
中国诗歌是祖国文化的瑰宝，博大精

深，魅力无穷。创建“诗歌之乡”，是一项系

统的文化建设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

和通力协作，营造良好的环境，构成强大

的合力。对此，中国、省、市诗歌协会自始

至终全力给予指导和帮助，还有其他相关

单位积极支持配合，对市县开展的创建活

动给予大力宣传推介。创建“诗歌之乡”，

对于启迪人们智慧，提高文化、道德素养，

净化社会风气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汝

州自积极申报“中国诗歌之乡”以来，全市

作家、诗人倍受鼓舞，创作的热情空前高

涨，诗歌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社会风气

明显好转，城市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目

前，汝州读书看报和写诗的人多了，团结

互助的人多了，邻里之间的矛盾少了。一

个健康向上的学习氛围及和谐文明的新

风貌正在形成。汝州人爱好、吟诵和创作

诗词、民歌，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工作、

学习中的重要内容。

打造诗意汝州、文化汝州已经成市委

确立的工作目标。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总书

记文化自信的讲话精神指引下，有中国诗

歌学会和河南省诗歌学会的正确指导，有

各兄弟学会的交流协作，有全市 120玩人
民的大力支持，我们申报中国诗歌之乡，切

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负重托，大力弘

扬社会主旋律，努力克服不足，把握机遇、

传承创新、培育新人、繁荣创作，扎根基层，

深入群众，创作出更多、更好、更接地气的

优秀作品，努力开创汝州文学创作的新局

面。

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名人随着时光的潮

声远去，那些曾经的足迹也在风雨中无法

辨认，但这座城市却依然那么令人震撼，历

史遗留下来的诗句掷地有声，以至于许多

追随者乐此不疲地推敲它的历史与意义，

从历史的荒芜中辨认出了一条宽敞的“诗

歌之路”，使诗文的梵音在汝州大地回响不

绝，并得以传承与弘扬。

是啊，生活何止眼前的苟且，还有那个

奔流不息的曾经拥抱的梦想。生活在这座

满载诗意的小城里，只要我们心怀日月山

河，何处不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在汝州，诗与远方的田野无处不在。

一座城市给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

的，因为，每个人所接受的知识不同，三观

不同，取舍不同。一个人要与一座城市生活

在一起，那就要从与一座城市的对话中，了

解它、熟悉它、理解它，要熟知它的冷暖和

变化，与它同呼吸发共振，不断去破解它的

密码，调节自我，走进城市找到自己，并为

这座城市所接受。

汝州市是享誉全国的汝瓷之都，曲剧

故里。位于河南省中西部，因北汝河贯穿全

境而得名，总面积 1573平方公里，总人口
120万，辖 21个乡镇街道，459个行政村，是
平顶山市下辖的县级市，也是河南省十个

省直管县试点之一。

汝州是历代郡州治所。从公元 606年
的隋朝设立汝州以来，距今已有 1400多年
的历史。

汝州距离省会郑州 90公里、洛阳 70
公里、平顶山 60公里，焦枝（柳）铁路、宁洛
高速、二广高速、林桐高速穿境而过，在 1
小时交通圈内通达郑州国际机场、洛阳机

场，已建成和规划建设的郑万高铁、郑洛城

际铁路、洛平漯周高铁、三洋铁路紧临汝州

或在汝州设站。

汝州境内旅游景点达到 852个，省级
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个，其中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10处，拥有风穴寺、九峰
山等 2个 4A级景区，怪坡、中国汝瓷小镇、
丹阳湖景区、汝水湾景区、汝河沙滩公园等

5个 3A级景区。共有 37个具有开发价值的
古寨古堡，夏店镇山顶村、蟒川镇半扎村、

大峪镇青山后村、焦村镇张村等 4个是国
家级传统村落。九峰山、紫云山、蒋姑山、大

红寨等风景名胜，罗圈地质公园冰川遗址

是世界四大冰川地质遗址之一。

汝州市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营

商环境百强县、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全国绿化模范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被评为全国第二批

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市、全省水生态文明

城市、全省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市、首批省级

森林城市，荣获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全国文

旅融合特色创新示范市、中国汝瓷之都等

称号。

汝州是“中国女娲文化之乡”，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全市旅游景点单体达到 852
个，其中优良级 252个，省以上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10个。主要风景名胜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千年古刹风穴寺，古汤温泉，大

红寨地质公园，汝州怪坡，紫云山景区，岘

山景区等

汝州夏有霍邑，属豫州，商为诸侯国霍

国，西周为诸侯封地、属东都王畿，东周霍

国及其东北部的梁邑、为王畿之地。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管理。
在汝州西部置梁县，归三川郡管辖，东部置

郏县和阳城县，归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禹

州）管辖。汉承秦制，汝州西部仍为梁县。

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 584年）置伊
州，隋炀帝大业初改伊州为汝州，治梁县

城。领承休、梁、阳翟、东汝原、汝南、鲁、

城八县。唐汝州改襄城郡为伊州，领承休、

梁、郏三县，周显德三年（公元 956年）改临

汝县为临汝镇，入梁县，汝州领六县。

宋代汝州建制仍袭唐制，为陆海军节

度，属京西北路，领梁县、襄城、叶县、龙兴、

鲁山五县。明朝汝州为南阳府管辖，将梁县

省入汝州，领郏县、鲁山两县。1476年，汝州
从南阳分出由省直辖，成为河南唯一一个

由省直辖的直隶州，领鲁宝郏伊四县。

汝州历史悠久，历代名人众多，不仅有

广成子、严光、姚崇、孙何等贤人名臣，更有

本土诗人刘希夷、宋之问、张政等，在中国

古代诗歌史上享有盛名。特别是唐朝诗人

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代悲白头翁（一作白头吟）》”这句诗，更

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相关这座城市

的文化，如佛、儒、道、茶及汝瓷文化、曲剧

文化、徐霞客游记文化等，诸多汝州大地

那些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文化渊源，能

很容易地抵达精神领域最淳朴原始的目

的地，也难怪乎这座小城如此地让人痴

迷。

沿着古人的足迹，让我们看到了曾经

的汝州诗意鼎盛的时期。

汝州，自古以来就是郡州治所，汝文化

的发祥地，明代成直隶州，是河南“八府一

州”中唯一长达四百多年不变的直隶州，管

辖汝阳、宝丰、郏县、鲁山、平顶山市区大部

分区域，更是汝河流域中心城市。“诗圣”杜

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即从巴峡穿

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说的就是南阳到

洛阳的宛洛古道，而汝州是南洛古道的重

要节点城市，也是必经之地。

唐朝诗坛，一圣二仙。李白、杜甫、白居

易是中国三座诗歌高峰，人们尊杜甫为“诗

圣”“诗史”，尊李白为“诗仙”，对白居易称

“诗魔”“诗神”等，他们在汝州都留下了动

人的诗句。

李白有《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

城》：朝发汝海东，暮栖龙门中。水寒夕波

急，木落秋山空。杜甫有《送贾阁老出汝

州》：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艰难归故

里，去住损春心。白居易有《和刘汝州酬侍

中见寄长句因书集贤坊胜事戏而问之》：洛

川汝海封畿接，履道集贤来往频。一复时程

虽不远，百馀步地更相亲。孟郊有《汝州南

潭陪陆中丞公宴》：一雨百泉涨，南潭夜来

深。分明碧沙底，写出青天心。刘禹锡有《将

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长安旧游

四十载，鄂渚一别十四年。后来富贵已零

落，岁寒松柏犹依然。

还有许棠、李频、郑谷、薛能、罗隐等唐

朝一众诗人都曾以汝州为题赋诗作词，在

历史的深处走向汝州，留下深深浅浅的诗

行，为汝州增光添彩，锦上添花。

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在行走汝州的

过程中，写下了《汝州》《汝州等慈寺阁望嵩

岳》《汝州後池听水》《汝州王制待以长篇劝

予复饮酒因谢之》及《三月十四日汝州梦》

等诸多诗篇。其中《三月十四日汝州梦》广

为流传：我归十九年，饮不负升斗。昨夕梦

见之，谓须多置酒。虽慰魂来言，定不复入

口。俟当返吾庐，且为贮甖缶。梦寐何敢欺，

从笑愚所守。

苏轼曾三次到汝州，在他的《温泉七记》

中，记录了汝州温泉的盛况；在游龙兴寺后，

写有《子由龙兴寺吴（道子）画壁》一诗，中有

“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东坡弟”等名

句。卒后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2017年 8月，汝州市公布首批 20位历

史名人，其中 4名为客籍，苏轼的弟弟苏辙
为其一。在汝州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 85位
知州中，他任职时间前后不足百天，却做了

四件好事（祈雨救苍生、重修思贤亭、修葺

吴道子画殿、考察汝瓷），是月平均做好事

最多的好知州。

苏辙四月二十一日到任当天写就《汝

州谢上表》；四月二十六日祈雨成功，写有

《汝州谢雨文记》；他参观汝州东城门外的

龙兴寺时，看到寺宇破漏，华严殿中吴道子

画的壁画为风雨所侵，十分惋惜，即倡修

之，五月二十五日完工，写有《汝州龙兴寺

修吴画殿记》；汝州州衙后花园中有一座纪

念宋初文坛领袖杨亿的思贤堂。杨亿，字大

年，是宋初颇负盛名的文学家，曾于大中祥

符七年（1014）任汝州知州。在他任职期间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并留下诗词一百多

篇。苏辙到汝州任职时，发现思贤堂年久失

修，破旧不堪，就决定进行整修。竣工时，他

写有《汝州杨文公诗石记》和《思贤堂》诗一

首。

还有北宋改革家、政治家、军事家、文

学家范仲淹的次子，被称为“布衣宰相”的

范纯仁所作的《临汝温泉·山前阴火煮灵

源》：“山前阴火煮灵源，昔日曾临万乘尊。

历尽兴亡皆如此，不随世俗变寒温。”最表

明心志，最荡气回肠。

元明清等朝代，都有诗人咏诵汝州，仅

乾隆皇帝就为汝瓷赋诗 10余首。
刘希夷被葬于汝州市区北 9公里处的

风穴寺山门东侧，被称为“夷园”。“夷园”

内，刘希夷墓背依龙山，面朝黄虎山。其墓

始筑于唐，原为土冢，唐时墓前植有柏树。

千年后，树高近三丈，一株四人方可合抱，

树茎分三枝，故称“三柱香”。另一株需五人

合抱，树荫面积百多平方，状如巨伞，故称

“一蓬伞”。

2018年 1月 2日，汝州市学者、作家、
高僧等自发组织，重新修葺刘希夷墓并刻

碑为记，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汝州诗歌文化。

千年沧桑、如今已修缮一新的夷园，迎来了

新的春天。

由此可见，这座小城其所受人文历史

的熏陶以及内涵，是有别于其他众多城市

的。古代的文明随着历史的浸润越发光鲜

亮丽，而那些诗句，在时间的打磨下越发变

得精致宝贵，在相应的山水间闪发出耀眼

的光芒。

络网源来片图

汝州，一块盛产诗歌的沃土、一块生长诗人的沃

土、一块培植诗韵的沃土。

汝州诗歌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以汝州为

中心的北汝河流域，是中华诗歌发祥地的组成部分。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其开章《周南》11篇经考
证多出自这个地域。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国风·周南》收入一首

民歌《汝坟》，明正德《汝州志》以题为《汝坟三章》将其

收入编为《汝州诗》首篇。诗歌如下：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赬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

目前普遍认为，这首诗写的是汝河岸边女子挽留

久役归来的丈夫的情感及其过程。但是，《毛诗序》（西

汉毛亨、毛苌所注《诗经》之序言）以为该诗是赞美“文

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

也”。（周文王的道德教化盛行于汝水大堤附近的诸侯

国，那里的妇女能爱怜体恤自己的夫君，并劝勉夫君走

正道。）

有些诗，就是一幅画，寥寥数十字就让我们好似穿

越了时空，仿佛诗里的境，就在眼前。这首《汝坟》，为我

们呈现的，正是那些令人念念不忘的绝美画面。

假如有人问我所生活的城市，我觉得这是一座满

载诗意的城。

这座城市历史悠久，婉约而富有内涵，民风淳朴，

勤劳奋发，知性上进。在历史的进程中，更多地蕴含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的居民热心向好，热肠古道；这

里的山水四季分明，春华秋实。这就是我对这座城市的

理解。

许多时候，我会一个人在这座城市的街道徜徉，去

触摸这座小城，去感知这座小城，看它有什么不同寻常

之处。这个犹如飘带一样的小城，由东向西横亘在两山

之间的川道里，宁静而安详，静得可以随时听到鸟的欢

唱，听到山风的嘶鸣，甚至听到自己的心跳。

在汝州的地域内，我们无须用奇、秀、险来表述那

些山水，那些险峻的山水是用来欣赏的，而汝州的山水

是最适宜居住，其俊秀委婉，灵动雅致，善于眉目传情，

与诗人们眉来眼去，于是就有了那份深情，以至于留下

许多传世的杰作。

山还是那座山，水也还是那道水，只是随时光的洗

涤，把一些历史老成青苔，于斑斑驳驳中散发着悠远的

气息。

如此一座小小的城市，究竟是什么促成那么大的

磁场。

汝州的古代来过多少名人雅士？山水有多美？我们

无需细说，自古至今那些不胜枚举的诗篇已经做了最

好的渲染，就已经足够诠释这里的山水之美与人文繁

荣。

在诗人们的眼里，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是诗。

我欣赏小城里那些在快节奏里过慢生活的人。常见

他们在工作之余，从现实生活中超脱出来，置一小小的居

室里，集两三茶友，三五知己，一张大板桌，一杯青红茶，

谈笑自若，忽略城市的喧嚣，把今天过成明天，把城市当

成山野，把简单质朴的人生过成诗与远方的田野。

一千年太久，而在我的视距里，就可以直面千百年

前遗留下来的那些个古迹。少室山南麓风穴山中的风

穴寺，中大街的文庙、温泉镇的神汤温泉，还有张公巷

的汝窑遗址……把几千年的古代文明的脉络柔和在了

这个现代文明的城市里，使这个小小的城市诗意盎然，

文蕴深厚，活力四射，魅力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