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郑市市志办靳录的陪
同下，记者走进了城关乡东郭
寺村，寻找白居易的故居。据
靳录介绍，白居易故居在城关
乡东郭寺完全小学院内，他的
故居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东郭
寺完全小学，79 岁的老人吴松
坤踩着地下的土地说，脚下曾
经是白居易的故居。据老人回
忆，他小时候经常到这里玩耍，
可惜的是，上世纪70年代，白居
易的故居被人为破坏了……如
今，在东郭寺完全小学院内，只
留存有白居易的雕像和墙壁上
他的诗词。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伟大的
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
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

“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
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
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
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靳录说，清朝乾隆四十一
年编撰的《新郑县志》上对于新

郑市东郭宅（今东郭寺村），有
着这样的记述：“白居易所生，
在县西十二里，宅今废。”

据靳录介绍，新郑是白居
易的出生地是毫无疑问的，这
在白居易的诗歌和散文中都有
表述。《宿荥阳》：“生长在荥阳，
少小辞乡曲。迢迢四十载，复
向荥阳宿。”郑州古称荥阳郡，
荥阳郡包括新郑县，白居易时
代虽已经没有此建制，但文人
仍喜欢用荥阳指代郑州。这样

“‘荥阳’就代表了或者代替了
新郑县及其东郭宅”。

白居易出生于仕宦之家，
祖父白鍠曾任巩县（今巩义市）
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县令是好
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
朴，白鍠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
到了新郑城西的东郭宅（今东
郭寺村）。东郭寺村地势低洼，
一度积水成患。唐代宗大历七
年正月二十，白居易在东郭宅
得到一个容易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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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名人辈出。数千年来，一代代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新郑大地上不
断涌现，他们的贡献已成为中华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本报将陆续通过对先贤的追缅，弘扬新郑优秀历史文化，
展示历史名人风采，增强人们对新郑及中国历史的了解，增强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江南好，风景旧曾
谙。日出江花红胜
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走
进新郑市城关乡三
中，教室里传出学生
朗朗的读书声，不过
他们读的书别处没
有，是学校自编的白
居易诗歌教材。史料
记载，白居易（772～
846年），字乐天，晚
年又号称香山居士，
生于新郑东郭宅。东
郭宅即现在的新郑市
东郭寺村，也就是城
关三中所在的村庄。
新郑播报 巴明星 文/图

新郑也是白居易童年生活
地。靳录说，白居易的祖父白鍠、
父亲白季庚和外祖父都是诗人，白
居易半岁时母亲就教他念字看
画。在家庭的熏陶下，白居易五六
岁学作诗，九岁通音律，十岁能解
读诗书。据记载，白居易在《与元
九书》中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言
道“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
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
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
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
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
中矣”。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居易天
赋之高，成熟之早，也显示白居易
对语言文字的特殊感知力。元稹
也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白居易
小时候“读书勤敏，与他儿异”。

“五六岁识声韵”，这些均能见证。

“白居易在新郑度过了他
最美好的12年童年生活。”靳录
介绍道。白居易 12 岁那年，河
南一带发生战事，其父白季庚
便送儿子到符离避乱。从此，
白居易就离开了故乡新郑，开
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

白居易在新郑生活，年龄还
小，体会不到生活的辛酸和做人
的艰难，对新郑记忆最多的是家
乡河山的面貌。离开家乡，他仍
终生不忘故里。《宿荥阳》中白
居易把新郑称为故里、乡曲，新
郑成了和下邽、符离、洛阳一
样，在白居易心里占有重要地
位，让他毕生魂牵梦萦、难以割
舍的地方。

起初，他游学苏北、江南各
地，在他的诗里充满了浓浓乡
情：“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
分”（《朱陈村》）；“万里经年别，
孤灯此夜情”（《除夜寄弟妹》）；

“故园迷处所，一念堪白头”
（《将之饶州，江浦夜泊》）。

元和六年（811 年）十月，为
了迁葬祖父、祖母、外祖母、父
亲等亲人，40 岁的白居易在襄
阳、符离等地奔波劳顿，回到了
朝思暮想的故里新郑，身心疲
惫、情绪低落，虽然并没有留下
诗篇，但是我们仍然从他经过
中牟时写的《板桥路》中看出诗
人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梁苑城
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
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
板桥。曾共玉颜桥上别，不知
消息到今朝。”

大和元年（827年），56岁的诗
人从苏州卸任回洛阳途中，特意取
道新郑，在溱洧水河边流连，浓浓
乡情也随之涌上笔端：“落日驻行
骑，沉吟怀古情。郑风变已尽，溱
洧至今清。不见士与女，亦无芍药
名。”他在东郭宅住了一个晚上，抚
今思昔，感慨万千，儿时情景，历历
在目，恋乡深情，溢于言表：“生长
在荥阳，少小辞乡曲。迢迢四十
载，复向荥阳宿。去时十一二，今
年五十六。追思儿戏时，宛然犹在
目。旧居失处所，故里无宗族。岂
唯变市朝，兼亦迁陵谷。独有溱洧
水，无情依旧绿。”

此后，诗人虽然没有再回故
里，但是故乡的优美风光、丰富
物产、历史名人、郑风名诗等时
时出现在他思乡的梦中，并在他
的诗篇中得到充分展现。在他
的许多诗篇中我们都可以找到
这样的关键词：轩辕、郑国、子
产、东里、遗爱、张良、留侯、溱
洧、郑风、东郭、枣树等，都留着
故里的深深烙印。

会昌六年（846 年），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白居易写下了《醉
吟先生墓志铭》，仍然不忘故
里：“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生
于郑州新郑县东郭宅。”

白居易生于新郑

从小被称为神童

虽然故居已经不复存在
了，但是后人仍然缅怀这位出
生在新郑故土上的大诗人。在
东郭寺村，每年的正月二十白
居易诞辰这天，群众自发组织，
共同祭拜白居易，并自发修复
东郭宅仿唐门楼、围墙和福胜
寺天王殿，竖立白居易雕像和
白居易故里等标志牌。

在辛店镇现在还保存有白
鍠墓、乐天祠等与白居易密切
相关的文物遗存。在辛店镇辛
店村，这里还留下了很多白氏
后裔，并建有白氏祠堂。白氏
第 52 代后裔白丙辰对记者说，
该村的白姓均是白居易后裔，
目前村里白氏后裔已延续到第
58 代，有很多迁往全国各地。
白丙辰说，白氏祠堂建于明朝，
后经历战火损坏严重，清朝时
期白氏后人又重新修建。每年

的农历七月十五这里都要举行
拜祖庙会，很多全国各地的白
氏后人都聚集于此，延续至今。

如今，为进一步挖掘白居
易历史名人文化资源，新郑市
于2012年启动了白居易故里文
化园项目。该文化园位于轩辕
大道南侧、乐天大道西侧，白氏
后人多聚居于附近。文化园以
深度挖掘、表现名人文化、唐诗
文化、姓氏文化为基础，以仿古
建筑、文物展示为主题，以特色
民俗风情为烘托，以白居易纪
念馆、白居易故居、公众休闲广
场（即乐天广场）及展示白居易
生平和其文学作品的景观小品
等为主要内容，集观光游览、朝
拜纪念、文化体验、修学休闲等
为一体，全面展示白居易的生
平及灿烂辉煌的一生。

文化园传承居易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