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牡丹花

■■一朵花读懂一座城一朵花读懂一座城R

牡丹，芍药科、芍药属植物，为多

年生落叶灌木，茎高达 2 米；分枝短而

粗，花单生枝顶，分 5 瓣或为重瓣；花

朵大而香，色泽艳丽，富丽堂皇，素有

“花中之王”的美誉，又有“国色天香”

之称。

牡丹原产中国，栽培历史悠久，不

仅品种繁多，色彩亦多，有粉、白、红、

黄、绿、紫等颜色。牡丹喜温暖、凉爽、

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洛阳四季分明

的气候特征，与牡丹生长周期的气候

需求高度吻合。每年谷雨前后，洛阳

牡丹进入花期。

资料来源：洛阳市林业局

第四十一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引来赏花人

无数。本届牡丹文化节活动自 4 月 1 日起至 15 日

结束，赏花期将持续至 5 月初。

花如海、人如流，国色天香，全城春意。当前，

洛阳市各牡丹观赏园晚开品种已陆续开放。在洛

阳国家牡丹园，红一片、紫一群、粉一簇，300 多个

品种的牡丹争相吐蕊；在国花园，智能控温控湿技

术调控花期，游客尽赏各色牡丹珍品；在王城公

园、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等景区，不时有身穿汉服的

游人穿行牡丹花丛，打卡留念。

“我们趁着周末假期来到这里，感受古都魅

力、深厚文化的同时，也来欣赏国色天香的牡丹景

观。”在洛阳市老城区明堂天堂景区，来自陕西西

安的孙女士说。以花为媒，老城区还在牡丹文化

节期间举办了“牡丹时装周”、“丝路友城”、“国货

经典·潮品焕新”河南省老字号嘉年华等活动。

据介绍，本届牡丹文化节主题为“牡丹花开又

逢君”，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河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洛阳市人民政府承办，其间设有“相约神都·

漫步花海”沉浸式赏花活动、东方博物馆之都奇妙

游等 11 项主体活动。同时，为加强市县联动、发

展全域旅游，赏花活动期间，洛阳各县区及社会各

界联动举办了系列活动。

洛阳是牡丹的发祥地和重要的传播地，拥有

丰富的种质资源、悠久的栽培历史和深厚的牡丹

文化。洛阳市林业局牡丹办主任侯洪星介绍，牡

丹 9个野生原种全部分布在中国，洛阳自然分布有 3
个野生原种。目前洛阳已引进全部原种并用于科

研。如今，洛阳有牡丹十大色系十大花型，超 1400
个品种，全市规模以上（面积 100亩以上）观赏园 20
个，牡丹相关企业 240多家，从业人员 3.3万人。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李振刊介绍，

2008年洛阳牡丹花会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后来，洛阳牡丹花会更名为中国洛阳牡

丹文化节。每年牡丹文化节期间，都是洛阳最热闹

的时候。今年 4月 1日至 15日，洛阳市共计接待游

客 101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78亿元，比去年同期分

别增长 16.4%和 27.65%。

洛阳牡丹迎来赏花热

国色天香 春意满城
本报记者 张文豪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河南省洛

阳市，因地处洛水之阳而得名，历史上有多个朝代在

此建都，有着“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

4 月的洛阳，正值牡丹花盛开的季节。形态各

异、五彩纷呈的牡丹花，有的婀娜曼妙，有的端庄秀

雅，有的仪态大方。一朵朵，花瓣重叠，一片片，色彩

斑斓，铺展开去，处处都是美不胜收的醉人画卷。

兴盛于皇家园林，扬名于文人佳作，却又在悠悠

千载之后，化作美丽的绿植，装点着洛阳最寻常的街

巷，近距离让市民游客欣赏——被称为“花中之王”

的牡丹，在一年又一年的盛放中，见证着洛阳城的

变迁。

走近这朵花，读懂这座城。

千载悠悠诗与花

正值花开时节，洛阳大街小巷、公园人家，牡丹

灼灼绽放，展示着炽烈如火的绝色风华，引来满城

宾客。

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的牡丹，是美好幸福的象

征，自古便惹人喜爱。洛阳栽培牡丹的历史，始于

隋，盛于唐，宋时甲于天下。

古人曾记载，“隋帝辟地二百为西苑，诏天下进

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洛阳市作协副主席、

《牡丹》杂志主编王小朋告诉记者，这表明隋朝就有

牡丹进贡，西苑就是当时在洛阳兴建的皇家园林。

到了唐朝，赏牡丹、爱牡丹，更成了一种风尚。

当时牡丹的栽植中心在长安，但常去洛阳居住、办公

的唐朝皇帝，也把赏牡丹的风俗带到了洛阳。唐代

诗人白居易形容“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

狂”，刘禹锡则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 ”的 名 句 ，这 些 正 是 当 时 牡 丹 品 赏 习 俗 的 生 动

写照。

洛阳牡丹极盛则要到北宋，当时诞生了一批牡

丹 专 著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就 是 欧 阳 修 的《洛 阳 牡 丹

记》3 篇。在这单论洛阳牡丹的名篇中，欧阳修详细

记述了洛阳人赏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的方法，

点出“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

花”。详实的记载表明，当时洛阳不仅人人爱牡丹，

更形成了人工栽植牡丹的系统方法。

北宋之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洛阳虽

不再是国都，可洛阳人对于牡丹的热爱却没有改变，

一直绵延至今。

悠 悠 千 载 岁 月 ，赞 颂 洛 阳 牡 丹 的 诗 文 不 胜 枚

举。洛阳因着这些古老的篇章，多了几声历史的回

响。而牡丹则用年复一年的盛开，不断为城市绽放

着新的生机，创造着新的机遇。

常开常新花与城

洛阳牡丹的再一次繁荣，是新中国成立后。

1959 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到洛阳访问时，

曾亲切询问洛阳牡丹的发展情况，并指示要赶快抢

救。随后，洛阳市开始调集力量，大力发展牡丹相关

的科研、文化和经济事业。

1982 年，洛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将牡丹

定为市花。1983 年，洛阳举办了第一届牡丹花会，

并在随后的每年 4 月连续举办。 2010 年，“以花为

媒，广交朋友”的洛阳牡丹花会，经批准升格为国家

级节会，更名为“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到今年，洛阳花会、牡丹文化节已经连续举办了

41 届，成为洛阳发展经济的平台和展示城市形象的

窗口，也成了洛阳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洛阳的一张

亮丽名片。

来到位于洛阳机场正南方 3 公里处的国家牡丹

园，20 万株牡丹花竞相开放。走近一株被誉为“花

王”的姚黄，花瓣如扇，层层叠叠，花蕊黄中带白，丝

丝嵌在花瓣之间。微风拂过，清新淡雅的香气扑鼻

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牡丹原产中国，位于洛阳的国家牡丹园，拥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约 1400 个牡丹品种，是世界上收集

牡丹品种最多的基因库。”洛阳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

刘改秀介绍，洛阳在牡丹基因测序、新品种培育和花

期调控技术等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

据统计，洛阳种植规模在 100 亩以上的牡丹园

有 20 个，城中街头巷尾、道路两旁遍植牡丹。如果

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就连有些道路交通信号灯上的

红绿灯，也是牡丹形状。

从牡丹画、牡丹瓷，到牡丹籽油、牡丹花茶、牡丹

鲜花饼……牡丹是洛阳的文化名片，也有着极强的

产业优势和发展潜力。据介绍，洛阳已形成了与牡

丹花有关的观赏、药用、深加工（食品、化妆品）和工

艺美术等四大类产业，综合年产值近百亿元。

牡丹，作为洛阳人生活的一部分，早已融入了整

个城市。居民李秀莲家住洛阳市老城区洛邑古城

旁，家养牡丹 30 年。“春暖花开时到牡丹园赏赏牡

丹，平常侍弄侍弄家里的牡丹花，有客人了请他们品

尝牡丹饼、喝喝牡丹茶，这些早就成了我们的日常习

惯。”李秀莲说，牡丹是洛阳的骄傲，希望有更多人喜

欢牡丹，喜欢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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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不爱牡丹花，

占断城中好物华。

——《牡丹》唐·徐凝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

——《赏牡丹》唐·刘禹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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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游客在洛阳隋唐城遗

址植物园牡丹丛中拍照。

张怡熙摄（人民视觉）

图②：洛阳应天门前牡丹花

盛开。

段万卿摄（人民视觉）

图③：牡丹插花作品。

张光辉摄（人民视觉）

图④：洛阳隋唐城国家遗址

公园内，牡丹花盛开。

曾宪平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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