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风如约而至，丁香纵放繁枝。

仲夏时节的哈尔滨，伴着氤氲的花香，

颂丁香、画丁香、唱丁香、演丁香等活动在城

市各角落“开花”。从火出圈的“冰城”，到继

续火的“丁香城”，一城景，满地花，哈尔滨丁

香美丽绽放。

冰雕雪塑并不是这座城市唯一的惊艳

之处，丁香这张带着香味的城市名片，继续

传递着哈尔滨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赏花

旅游渐火，今年“五一”假期，哈尔滨累计游

客接待量 623.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5%；实

现旅游总收入 72.79 亿元，同比增长 71.7%。

一抹染香的记忆

哈尔滨兆麟公园森林街南门一角，一山

一石都保持着 1906 年刚建园时的样子。不

同的是，一棵超百岁的丁香，已从小树苗长

成树冠绵延 30 余米的古树。

兆麟公园的丁香是哈尔滨最早一批栽

植的丁香，最大的树龄超百岁，最小的也有

60 多岁。历经风雨，枝干依然遒劲有力，镌

刻着对这片土地的记忆。

“这些丁香树是城市的记忆符号，让每个

哈尔滨人有了一抹染香的城市记忆。”哈尔滨

市作家协会主席唐飚说。百余年前，暴马丁

香、辽东丁香和红丁香遍布这片土地。随着

城市初具规模，它们被驯化，并被栽植到街道

庭院里。上世纪 30年代，哈尔滨街道两旁已

经开始栽种丁香花，有了行道树的功能。

哈尔滨是我国最北的省会城市，其寒冷

的气候使得可用于绿化的树种非常有限。

作为喜光耐寒的物种，丁香渐渐成为哈尔滨

市内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绿化树种。

哈尔滨有“榆都丁香花满城”的美誉。上

世纪 80年代，哈尔滨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

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进行论证，

根据哈尔滨市的地理气候条件等特点，将榆

树作为市树、丁香花作为市花备选。通过广

泛征求各方意见，1988 年 4 月正式确定丁香

花为哈尔滨市市花。当年 10月，丁香花代表

哈尔滨参加了全国市花展览。

百结万枝花满城

“ 这 个 季 节 ，每 天 都 沾 染 一 路 花 香 回

家。”哈尔滨市园林研究所研究员白明霞爱

丁香，爱研究丁香，更爱每天穿行于丁香城

中的生活。

每年 5 月初至 6 月末，是哈尔滨丁香花

集中观赏期，随着不同品种的丁香花次第开

放，整个城市处处绽放淡粉浅紫的颜色，浸

润在淡雅沁人的芳香中。据统计，市区平均

5 人拥有一棵丁香树，全市丁香已达 135 万

余株。

《哈尔滨市建设丁香特色城市规划》已实

施近 6 年，哈尔滨在扩大丁香数量、增加品

种、提高普及率和提升景观效果上不断探索，

全力建设“丁香城”。

“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殷勤解却

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古诗里吟咏

丁香的佳句，在哈尔滨随处可以体味。丁

香花因花筒细长如钉且香而得名。细小如

丁的花朵组成一个大的花结，这让丁香花

又有“百结”的美名。在微风中，枝叶飘摇，

花结飒飒作响，摇曳生香。

“哈尔滨常用丁香栽培品种 13 个，加上

科研和实验品种共计 50 余个。”白明霞等一

代代园林人的科研工作，让丁香花更美，让

更多本土丁香美丽绽放。

“丁香色彩丰富且植株秀丽多姿，与建

筑物形成呼应，带来赏心悦目的效果。”哈尔

滨工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教授吴松涛说，

丁香与哈尔滨建筑特色融合，塑造了花与城

的独特魅力。

漫步在哈尔滨街头，丁香点缀在多种风

格的建筑之间，宁静优雅；花园里丛植、群植

栽培，片片繁花似锦。据介绍，到 2030 年，

哈尔滨丁香种植总量将达到 200 万株，建设

14 个 丁 香 专 类 园 ，打 造 170 条 丁 香 特 色 街

路，形成布局合理、景观震撼的丁香胜景。

经严寒而枝愈繁

哈尔滨工业大学，丁香花缀满枝头，花

开成海。学校实施“丁香校园”总体规划，

铺就丁香花路，让师生和游客置身花海。

“赏花，也是体味学校的精神。”吴松涛

说，正如丁香，扎根最北的黑土地，饱经冬

寒，花开繁盛。

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完成第一颗

由高校学子自主设计、研制与管控的纳卫

星，紫丁香智能车队 14 年间荣获 6 项国家级

特等奖、8 项全国冠军、53 项国家级一等奖，

学校内“丁香花开处处”。近年来，学校研发

的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探月、探火、天宫、

北斗等国家重大工程，牵头建设东北地区首

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哈尔滨

工业大学为哈尔滨的经济发展注入澎湃的

科技推动力。

在道里区，紧邻中央大街的美食文创店，

去年冬季高峰期单日销售额近 5万元。“为了

迎接丁香花季，店里推出了丁香花款的饮品

杯套，受到游客欢迎。”店主郭金鹏说。

“对哈尔滨的丁香花这样具有代表性的

文化元素进行提炼与转化，设计开发旅游纪

念品，既传达地域特征，又提升文化价值，能

够传递哈尔滨的城市精神。”哈尔滨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邢义杰说。

“聚小朵成大气，经严寒而枝繁，丁香的

品格，一如哈尔滨的城市品格，浸润在城市

的每个角落。”唐飚说，“丁香城”正展示着更

加坚韧顽强、凝聚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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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行走在哈尔滨的街头巷尾，总会被一路热烈绽放

的丁香震撼，仿佛整个城市已淹没在丁香花海中，不禁让人感叹

“丁香城”名不虚传。

丁香花开，花朵形如小伞，花蕾略呈研棒状，稍似丁字形。

一朵朵小花组成的圆锥花序紧凑繁茂，开放时成簇成团，散发着

浓烈的香味。丁香的杆、枝、叶按着各自的规律，生长得颇具情

态，惹人喜爱。

上世纪 60 年代，哈尔滨园林专家杜若聪便提出，要有计划

地大量栽植乡土树种，以守住城市特色。

“1985 年哈尔滨成功培育出重瓣丁香，此后又筛选出矮生

型、多季花型、沁香型和晚花型等类型，这也是目前城市主要栽培

的丁香类型。”哈尔滨市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孙晓华，多年参与

城市丁香的研究和管理工作。

“科研人员往往是在 1 万棵丁香树中选育 3 到 5 棵优良品

种。”孙晓华说，经过多年培育之后才能慢慢形成独属哈尔滨的

丁香品种，每一朵都代表着园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正是在这群人的努力下，哈尔滨丁香形成繁多的品种、可观

的数量、悠长的花期——从 5 月初到 6 月底，可持续两个月之久。

丁香品种不同，花色各异。哈尔滨市内丁香形成了白色、紫

色、粉色为主基调的色系，包含多种过渡花色类型，如紫红色、粉

紫色等。其中，当然还要数紫色系丁香栽培最广。

在哈尔滨，遇见丁香是生活日常。丁香丛植于路边、建筑群

前、向阳坡地，或散植于园路两旁和草坪，也有将各种丁香穿插

配植布置成的丁香专类园。这里栽植丁香的街路有上百条，中

山路、民生路、三大动力路上丁香随处可见，兆麟公园、太阳岛上

的丁香也郁郁葱葱，群力丁香公园、丁香科技博览园、天池丁香

园、百利丁香园等丁香主题公园分布在市区各处。

哈尔滨，既是“丁香城”，又是全省着力打造的“创意设计之

都”。两者碰撞，丁香主题游、丁香宴饮、丁香文创……丁香花在

哈尔滨绽放魅力，街头巷尾、随时随处，都会与丁香有惊喜的

邂逅。

“丁香城”名不虚传
本报记者 祝大伟 方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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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

细叶带浮毛，

疏花披素艳。

——《江头四咏·丁香》唐·杜甫

殷勤解却丁香结，

纵放繁枝散诞春。

——《丁香》唐·陆龟蒙

哈尔滨·丁香花

丁香，木樨科丁香属，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因花筒

细长如钉且香故名。

丁香植株一般高 2 米至 8 米，小枝圆，髓心实；单叶对

生，椭圆或披针形，有叶柄；花两性，呈顶生或侧生之圆锥

花序。花冠细小，漏斗状，具深浅不同的 4 裂片，有白色、

紫色、紫红及蓝紫色等花色。

丁香喜充足阳光，也耐半荫，适应性较强，耐寒、耐

旱、耐瘠薄，病虫害较少。丁香是我国北方主要的园林

绿化树木之一，因其具有独特

的 芳 香 、硕 大 繁 茂 的 花 序 、优

雅调和的花色、丰满秀丽的姿

态，在观赏花木中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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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小鸟站立在哈尔滨紫丁香枝头。

周岳峰摄（人民视觉）

图②：哈尔滨市儿童公园小火车在丁香花海中

穿行。 张 树摄（影像中国）

图③：哈尔滨市香坊区街头绽放的“幻紫”丁香。

杨 锐摄（人民视觉）

图④：哈尔滨火车站前，丁香盛放。

陈 南摄（人民视觉）

图⑤：“紫红重瓣”丁香。

刘秀彬摄（人民视觉）

图⑥：小朋友们在丁香树丛间玩耍。

苗丽田摄（人民视觉）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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