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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历史文化悠久

菏泽牡丹历史悠久，栽培始于隋、兴于唐、盛于
明，清代菏泽区成为中国牡丹的重要栽培中心，至今
已有 1500 余年历史。清朝学者苏毓眉在 《曹南牡丹
谱》 中写道：“牡丹，秦汉以前无考，……唐开元中
始盛于长安。每至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赏为耻。
逮宋，洛阳之花又为天下冠。至明而曹南 （菏泽市古
称） 牡丹甲于海内。”

目前，菏泽牡丹品类繁盛，观赏牡丹拥有9大色
系、10大花型、1308个品种，培育新品种数量占国内
总量的80%。

“从临夏河州到山西稷山、河南洛阳再到山东菏
泽，牡丹栽培自黄河上游往下游发展，逐渐扩展到全
国，乃至世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潘鲁生梳理了牡丹栽培以及牡丹文化的发展
历程。他认为，黄河流域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推动
了牡丹文化发展，而人们将赏牡丹、种牡丹、品牡
丹、爱牡丹融入生活，则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

“牡丹不仅以国色天香之美得到世人喜爱，更以
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标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
重要象征之一。”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及国家花卉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授、牡丹国际研究院院长成仿云
认为，“牡丹象征着宏达的国家气象和美好的生活景
象，其‘不与桃李争春艳，百花落尽始放红’‘落尽
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体现了中华文化的
包容精神。”

牡丹产业蓬勃发展

在菏泽，牡丹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有很高的产
业价值。目前，菏泽全市各类牡丹生产、加工、出口
企业达到120余家，开发出牡丹籽油、牡丹茶、牡丹
日化品和牡丹生物医药类产品11大类260余种，产品
远销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2023年实现总产值108亿元。随着昆明国际花卉
拍卖交易中心入驻菏泽，催花牡丹、牡丹芍药鲜切花
畅销全国，玫瑰、百合、非洲菊等鲜花经济“百花齐
放”，“牡丹之都、花样菏泽”品牌效应逐步显现。

菏泽牡丹产业的发展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收入，也正在成为一个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的窗口。

泰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陈金盛表示，此次菏
泽之行让他感受到了牡丹的魅力。菏泽不仅有千种牡
丹，更发展出了丰富业态，实现了从“一朵花”到整
个牡丹产业链的“美丽蝶变”。

牡丹花在中药、食品和化妆品等各种产品中的运
用，则让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公使、副馆长普尼玛·
古纳瑟卡拉印象深刻。

外交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孙吉
胜认为，一方面要传播好牡丹所承载的中华优秀文
化，另一方面，还要传播好菏泽牡丹背后的中国发展
实践。“菏泽不仅因牡丹而著称，也因牡丹而发展，
基于牡丹发展了牡丹产业体系，背后包含着很多发展

故事。讲好菏泽牡丹故事和发展故事，也是讲好中国
故事的组成部分。”孙吉胜说。

以花为媒促进交流

牡丹不仅深受中国人喜爱，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很
受欢迎，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 20 多个国家均
有牡丹栽培。

“在国际花卉语言中，牡丹代表繁荣、好运和荣
誉，牡丹文化是与其他国家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话
题。”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员大卫·巴拓识说，菏泽牡丹不仅是中国几
千年文化和艺术的结晶，它的辉煌和美丽也是对世界
和平发展的鼓励。

“牡丹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文化形象，
是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公共关系协
会会长郭卫民建议，以花为媒，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
流活动；提炼牡丹文化中具有历史价值和现代人文价
值的文化内涵，讲好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故事；
不断探索新的传播渠道和表达方式，运用现代技术创
新传播牡丹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北师大新媒体
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洪忠表示，牡丹的传播就是

“美”的传播，“美”是全球共享的符号，“做好牡丹
文化的国际传播，要讲好牡丹相关的故事，在全球社
交媒体平台建立菏泽牡丹的传播体系，同时还要借助
人工智能、社交机器人等技术提升传播效果”。

从 2015 年至今，国家一级美术师王馨鸿和团队
携牡丹元素服饰、绘画走过了 30 多个国家。她说，手
绘牡丹服饰备受外国朋友喜爱。“我们希望通过国内外
文化交流合作，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共享经验、技
术和资源，促进国际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从 10 名菏泽巨野县农民画家的巨幅工笔画 《花
开盛世》亮相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到菏泽牡丹奔
赴保加利亚“玫瑰之约”，以花之名见证交流；从连
续 33 年举办牡丹文化旅游节、举办 5 届世界牡丹大
会，到常态化举办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近年
来，菏泽充分发挥牡丹特色优势，深入挖掘弘扬牡丹
文化，不断推出牡丹系列文化活动和文创产品，提升
牡丹文化和“中国牡丹之都”的国际影响力。

论坛期间，巨野工笔牡丹画现场推介会、保加利
亚海外牡丹园建设项目启动仪式、牡丹文化海外传播
站马六甲站揭牌仪式等相继举办。菏泽牡丹走向世界
的故事，还在不断续写。

清明假期，福建泉州蟳埔
簪 花 吸 引 了 各 地 游 客 前 来 体
验。“簪花围”是蟳埔女簪发戴
花的传统民俗，已成为当地文旅
IP 顶 流 。 事 实 上 ， 自 春 节 以
来，一系列地方传统民俗成为
文化仪式、节日旅游等网络话题
的焦点，除蟳埔簪花，还有福
州游神、广东潮汕英歌舞等。
这些活动不仅现场人山人海，
线上观看播放量也数以亿计。

原本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受
到海内外广泛关注，并以不同
形式进行参与，曾经乡土化的
民俗活动成为流量热点。所谓

“民俗热”、民俗文化“出圈”，
不仅表现在于某一类民俗的受
关注度，更意味着民俗文化生
态实现了新的建构和发展。

从今年大热的游神、英歌
舞来看，新主体、新创意、新
媒介和新场景的融入，成为传
统民俗活动鲜明的特色。

在这些“出圈”的民俗活
动 中 ， 年 轻 人 是 主 要 的 组 织
者 、 参 与 者 和 传 播 者 ， 所 谓

“80后出钱、90后管理、00后出
力”的组织模式，体现了民俗
活动中代际人群的构成特点。
年轻群体的生活视野、审美趣
味、文化观念、传播习惯等产生直接影响，使传统
民俗呈现“年轻态”特点。

许多新创意融入民俗活动。例如今年福州游神
活动，对庄严肃穆的传统形象进行创新，在脸谱及
服饰图案中融入“漫画脸”等当下审美元素，还就

“世子天团”的人设等进行人格化解释和生活化演
绎，打通了传统民间信仰与当代生活，建立起具有
亲切感的关联。又如英歌舞，在原生态民俗歌舞基
础上，融入文化 IP、周边文创产品开发，并运用数
字虚拟技术营造仪式感，实现了民俗文化的再生产。

同时，新创意的融入与新媒介的应用密不可
分。特别是短视频的多元化剪辑和网络空间里实时
互动、现场沉浸式的直播，使传统民俗热闹的线下
活动与网络转发、创作、“造梗”的线上活动连成
一体，民俗活动从“在场”到“在线”，快速裂变
式传播，使之成为“爆款”。

此外，新场景也是当前民俗活动发展的重要构
成因素。随着文旅融合、虚拟空间等体验需求增
长，以往地方性民俗活动场景进一步丰富。比如今
年春节期间，全国各地龙年民俗庆典活动此起彼
伏，跨越山海奔赴一场传统仪式、文化盛典成为一
种越来越普遍的文旅消费选择。广东卫视湾区春晚
上英歌舞与摇滚乐“混搭”的文娱场景，佛山“行
通济”民俗的元宇宙场景——将走古道、逛庙会、
燃烟花等民俗活动纳入虚拟空间，都体现了民俗文
化数字化、审美化、旅游体验化的新趋势。

当前，传统民俗在新的传播媒介、文化创意、
参与人群以及文旅场景融合发展中，正在实现文化
生态意义上新的建构。

民俗生态的变迁是文化现代化演进的必然。从
古至今，节日民俗从原始祭祀发展到公共交流，从
祭天娱神演化为民众游乐，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历
史上，古老的游傩、傩祭等突出驱疫避邪、祈福纳
祥、酬神娱神的意义，如今的游神、英歌舞在保留
吉祥祈福主题的同时，进一步向现代社会的欢庆、
交往和娱乐功能演化。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节日民俗活动中大众的高
度参与、创意的更新介入、网络空间的互动传播、
审美体验的不断深化，都凸显了传统民俗发展的本
质规律和根本意义——通过活态的实践体验，不断
唤起民族文化记忆。

可以看到，今年热度很高的民俗活动往往以鲜
明的视觉形态加以呈现和表达，通过歌舞仪式等使
人参与其中，古老的传统由此进入当下生活，历史
积淀的记忆与当代人的心灵需求相结合，实现了文
化的传承。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要以客观、开放的
心态看待传统民俗的更新发展。比如，网络媒介的
介入，固然存在信息“碎片化”、图像“拟像化”的
问题，但网络社群和平台算法构建起新的联系，也
使民俗文化的传播以新的逻辑组织起来，形成不同
维度的认知、参与和记忆。又如，新创意、新场景
的植入，虽不乏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内容改写和功利
化利用，但也由此促进了大众的高度参与、跨地域
的交流传播，进一步建立起传统民俗与当代生活新
的连接点。另一方面，需要坚持对民俗本质意义的
把握，包括在社会公众层面，进一步普及提升对于
民俗的历史文化认知，普遍葆有对民俗传统内在意
义的理解和尊重，确立创意衍生必要的“边界
感”，使传统民俗在网络、社群、文创、文旅的新
传播生态中处于正向的发展轨道中。

笔者认为，在政府相关工作层面，应把握传统
民俗之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价值，从增强民族文化凝
聚力、建设文化家园的意义出发，传承发展民俗文
化，开展民俗活动。从文化赋能经济的角度看，也
需深度发掘民俗的文化内涵，在传统民俗与当下生
活深度契合的过程中创造价值，致力实现文化的深
度赋能、长久赋能。此外，在民俗相关研究者、传
承人层面，还要持续关注民俗文化活动不断向审美
体验发展的趋势，从传统民俗的精神意义和文化价
值维度，推进必要的研究阐释和普及传播，避免民
俗活动沦为空洞的视觉影像，使民俗传统始终保持
精神纽带的韧性。

民俗如长河，从旷古奔流而来，在当下生活中
回旋激荡，时时唤起人们对过往岁月的记忆，也不
断融入新的活力。守其根本，建其生态，民俗之河
还将涌向更广阔的未来。

（作者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一条香云纱丝巾，两个相隔数千里的异国青
年，一段跨越 66 年、一诺千金的故事……4 月 10、
11日，原创音乐剧 《广交天下》 在北京天桥剧场上
演。该剧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珠江电影集团出
品，聚焦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即广交会），以小
人物书写大情怀，传递“广交天下都是爱”的大国
情怀和时代精神。

广交会创办于 1957年春，每年举办两届，至今
已走过 67 个春秋，成功举办了 134 届，是中国历史
最长、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的综合性国际贸易
盛会。《广交天下》 把广交会作为故事“主舞台”，
以岭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底色，以“情”
为主要切口，采取多线叙事结构。音乐剧名称即题
眼——“广交天下”，既指广交会，更寓意着广交世
界朋友。

剧中故事围绕“承诺”展开。在 1957年的第一
届广交会上，展会工作人员乔诚遇见了来自法国的
商人伊莎贝拉，两人因广东名产香云纱心生情愫，
定下在广交会上再度相见的承诺。66 年后，第 133
届广交会开幕，乔诚的孙女一诺决心借助广交会线
上平台“云上广交”，帮乔诚和伊莎贝拉实现诺言。
作品将人物命运与广交会的发展、变迁紧密结合，
以此反映广交会的辉煌历程和中华大地翻天覆地的
变化。

作为音乐剧，音乐的创作至关重要。“我们融合
了多元音乐来展现广交会的年轻、开放与包容。”

《广交天下》音乐总监、作曲杜鸣认为，兼容并蓄的
广东音乐，不仅体现了广东人的气质，也契合广交

会的精神。
该剧岭南特色鲜明，凉茶、鸡公榄、炒田螺等

岭南美食，西关上下九、流花展馆、花城广场等广
州城市地标以及粤剧、粤曲、广东顺德特产香云纱
等，都在剧中一一呈现。

据悉，音乐剧 《广交天下》 是推动广东文艺高
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及“广东省文艺精品 （文艺人
才） 专项扶持资金项目”，从创作到首演历时 1 年，
于2023年4月第133届广交会开幕之际首演，为每年
两届的广交会作专场演出，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
音乐剧展演·优秀剧目奖”等奖项，受到广交会中外
展客商和广大观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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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春和景明，百花吐

蕊。众多游客前往山东省菏泽市踏春

赏花。

日前，由中共菏泽市委宣传部、

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主办，以

“黄河润国色 美美共天香”为主题的

2024 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在山东

省菏泽市举办。多国驻华使领馆代

表、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中国牡丹

之都”，共同探讨如何以花为媒，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

音乐剧《广交天下》讲述关于“承诺”的故事
闻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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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皮影 乐享周末

为弘扬传统文化，贵州省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图书馆开设周末非
遗公益兴趣班，邀请志愿者、教师等群
体，为孩子们设置皮影、阳戏等课程，
让孩子们零距离欣赏非遗、体验非遗，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图为4月
13日，小朋友在福泉市图书馆制作皮影。

黄 欢摄 （人民图片）
音乐剧《广交天下》剧照。 出品方供图音乐剧《广交天下》剧照。 出品方供图

游客在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园内赏花拍照。
李志军摄 （人民图片）

保加利亚海外牡丹园建设项目启动现场。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