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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牡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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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期持续至5
月初。

花如海、人如流，国色天
香，全城春意。洛阳市各牡丹
观赏园晚开品种开放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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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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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久前的盛花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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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
阳
红

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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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牡丹花开时
■人民日报记者 毕京津

洛阳牡丹迎来赏花热
■人民日报记者 张文豪

国色天香 春意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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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牡丹品种图片均为洛阳日报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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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 上海·白玉兰花

“色如玉香若兰，料峭春寒独绽
放。”几场春雨过后，上海市民惊喜地发
现，白玉兰悄悄绽放枝头，没有绿叶衬
托，洁白的花朵更显清雅。

今年3月26日，第十届上海市民绿
化节暨首届白玉兰文化节在徐汇滨江
开幕，上海市花白玉兰迎来自己的节
日，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

在滨江、在古镇、在郊野，春天的申
城百花盛放，白玉兰总是最引人注目的
那一朵。

争先迎春
彰显城市气质

1983年植树节，上海绿化部门动议
在人民公园、中山公园等11个公园设
点，请市民投票评选市花。在回收的10
万多张选票中，白玉兰脱颖而出。1986
年，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白
玉兰成为上海市市花。

为何选中白玉兰？时任上海市园
林管理局局长、园林专家吴振千专门梳
理出白玉兰代表的精神品格：冒寒迎
春，是上海开花最早的花卉，代表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先花后叶，朵朵向上，
代表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花色洁白，
代表洁身自好的清廉品质。白玉兰“争
先、开放、朝气”等自然文化特征，正契
合改革开放之初上海“探路先锋”的城
市气质。

除了寓意高尚，白玉兰本身也极具
观赏价值。白玉兰原产中国，有2500
年左右的栽培历史，为庭园中名贵的观
赏树。古时多在亭台楼阁前栽植，后多
在园林散植或用作行道树。

明代诗人睦石描写玉兰“霓裳片片
晚妆新”。白玉兰不仅花开美，花朵掉落
也极富诗意。微风过处，花瓣如玉，枝头
纷落，可谓“微风催万舞，好雨净千妆”。

一枝一叶
见证城市变迁

目前，上海共有白玉兰古树名木10
株，其中古树1株、名木2株、古树后续
资源（树龄在80年以上100年以下的树
木）7株。“数量虽不多，却蕴含着独特的
故事，见证了城市的发展与变迁。”上海
市绿化管理指导站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科科长刘照临介绍。

“最年长的白玉兰”位于青浦区练
塘镇陈云纪念馆。这株百年古树树高
8.7米，冠径约3米，枝繁叶茂，占据了20
平方米的天井。盛开时，宛如一树玉蝶
向着蓝天振翅欲飞。

“最友好的白玉兰”位于西郊宾馆
逸兴亭。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
会期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共同
栽下这株象征友谊的白玉兰。朵朵白玉
兰花像洁白无瑕的玉铃在风中摇曳，播

撒着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之音。

“最繁茂的白玉
兰”位于崇明区堡镇上棉三
十五厂原址。这里曾经是崇明最
早和规模最大的地方企业，当年机器轰
鸣、纱锭飞转，直到本世纪初因产业结
构调整而沉寂。见证过本地工业发展
的潮起潮落，如今这株白玉兰又见证着
崇明向世界级生态岛转型跃迁。

“最有活力的白玉兰群落”位于人
民广场。2000年人民广场区域绿化改
造，在复绿大道、中央喷水池旁绿地、人
民公园共种植了221株白玉兰，后期又
搭配种植紫玉兰、广玉兰等玉兰品种，
形成上海市中心最大的白玉兰景观群
落，展现着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

玉兰飘香
展示城市韵味

3月26日，第十届上海市民绿化节
暨首届白玉兰文化节在徐汇滨江拉开
帷幕。“市花+影视”“市花+饮食”“市
花+文创”……白玉兰文创市集上，白玉
兰的文化内涵、美学趣味、生活体验被
放大激活。

“我们举办白玉兰文化节，通过系
列活动，深入阐释白玉兰高洁、优雅、坚
韧的精神品质，象征开放创新向上的城
市气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
局长朱心军说。

开幕式上，为设立“白玉兰文化节”

玉
兰
花
开
映
春
晖

■
人
民
日
报
记
者

田

泓

白玉兰，木兰科玉兰属落叶乔木，树皮深灰色，冬芽及花梗密被淡
灰黄色长绢毛。叶纸质；花蕾卵圆形，可入药，为辛夷；先花后叶，芳香，
白色，基部常带紫红或粉红色；聚合果圆柱形，花期 2—3月，果期 8—9月。 白
玉兰早春开花时犹如雪涛云海，蔚为壮观，古时常在住宅的厅前院后种植。白玉兰花
润泽甜美，暗香浮动，可赏可食，外观如玉温润，具大气之美。

资料来源：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

白玉兰盛放的季节，不少上海市民
有个疑问，为什么上海街头很难见到大
片的白玉兰？

“上海属新成陆滩涂盐碱地，地下水
位偏高，而白玉兰根系为深根肉质根，喜
欢微酸性土壤，积水易引起腐烂。白玉
兰一年只开一次花，花期短短10天，开
花期恰逢上海多风多雨季节。”上海市园
林科学规划研究院院长张浪说，要让白
玉兰开得更多更好，必须定向选育更适
合上海生长环境的新优品种。

上海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冬梅介绍，中国原产玉兰占世界玉兰属
植物总种数的90%以上，从玉兰家族挖

掘出耐湿、抗盐碱等功能基因强的种质资
源，建立高效精准的抗性评价及选育体
系，才能培育出适生的白玉兰新品种。

砧木是白玉兰种苗嫁接繁殖时承受接
穗的树木。此前，上海绿地应用的白玉兰
种苗以乐昌含笑为砧木，乐昌含笑属常绿
树种，而白玉兰属落叶树种，在成苗后期生
长速度有差异，会造成嫁接苗的树势变弱。

张冬梅团队在上海发现了一片原生
的望春玉兰，长势非常好。“望春玉兰的
毛细根数量比白玉兰整整多了一倍。”经
过各种试验，以望春玉兰为砧木的玉兰
长势越来越好，培育出来的定干高度3
米以上的白玉兰行道树，高接两三年后

树冠就能长得非常饱满。
花费3年时间，研究团队赴陕西、河

南、安徽、浙江等地搜寻木兰、二乔玉兰
等中国原生玉兰古树资源，还引进了部
分美国、荷兰、新西兰“洋亲戚”，共收集
玉兰属植物种质资源324种（含品种），
在上海园科院青松基地建立了全国品种
最多的玉兰属植物种质资源圃。

通过实生选育、杂交育种、化学诱
变、物理诱变等手段，研究团队定向培育
出33个白玉兰新优品系，其中6个白玉
兰新品种获得国家林草局植物新品种
权，上海市花从此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

新品种让白玉兰更有“看头”——
“千纸飞鹤”开花早，形似飞鹤；“玉翡翠”
硕大洁白，抗水湿性强；“玉玲珑”纤巧可
爱，适合盆栽。这些新品种已经在上海世
博文化公园、上海闵行文化公园等5个示
范点示范种植，今后将逐步在上海街头
推广种植。

上海园科院定向培育33个新优品系—

让白玉兰灿烂绽放
■人民日报记者 田 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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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上海城内白玉兰花开。
蒋树勤摄（人民视觉）

图②：上海浦东新区，东方明珠塔附
近白玉兰盛开，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拍摄。

王 初摄（人民视觉）
满城的白玉兰盛世中绽放

每个人的心里充满芬芳

这是最好的时光

这是最真的向往

我们一起追梦

迎风怒放

——歌曲《玉兰花开》
人民日报上海 3月 27日电 （记者田泓）26

日，第十届上海市民绿化节暨首届白玉兰文化节
在徐汇滨江拉开帷幕。

白玉兰是上海市市花，历来深受人们喜爱。
为推广拓展上海品牌文化建设，提高市花知晓度，
上海举办首届白玉兰文化节，推广白玉兰的种植
和展示，在地标位置打造主题景点。此外，还举办
白玉兰书画展、征文以及评选等各类主题文化、科
普宣传活动。开幕式上，10位在白玉兰文化推广
领域作出贡献的社会各界人士获颁“2024年白玉
兰文化推广大使”证书。

当天还举办了白玉兰文创市集和白玉兰图片
展。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文化和自然遗产（非遗）
专委会、上海大世界传艺中心（黄浦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分别带来30多件白玉兰非
遗文创作品，例如白玉兰绒绣笔记本、二十四节气
白玉兰花灯、白玉兰汝窑瓷饰品等作品，不仅传递
了上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城市精神，更激
发了年轻一代对非遗的兴趣和热爱。

上海举办首届白玉兰文化节
魏

紫

紫

斑

奔走多年的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创
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慧敏，获颁本年度“白
玉兰文化推广大使”证书。“白玉兰当选上海市花
30多年来，在上海城市风貌建设、文化艺术评奖、
对外友好交往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王慧敏说。

据介绍，1990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的上海市市标，白玉兰是其中三大元素之一；上海
许多机构组织，如市妇联、上海大学、上海电视台
等，都以白玉兰为标识元素；“白玉兰奖”是上海建
筑工程、电视戏剧等多个行业的最高荣誉；“白玉
兰荣誉奖”用于表彰为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的外籍友人；在上海高规格大型节
事活动中，白玉兰形象标识成为“标配”，活跃在世
博会、进博会等国际盛会上。

如何进一步焕活白玉兰这枚“城市美学徽
章”，放大“市花经济”效应？今年的上海两会上，
20多位市人大代表再次建言献策。上海市人大
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刘
文，组织研究团队采集不同白玉兰样本，分析香味
成分，并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合作，复刻了这些香
味。在此次白玉兰文化节上，白玉兰又将迎来一
轮市民投票——选出最具上海韵味的玉兰香。

“从赏花到闻香，做好‘市花经济’，还有很多
文章可做。”王慧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