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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人间四月天，又是牡丹

花开时。

今年的菏泽牡丹比往年更

加旺盛，更加鲜艳，更加雍容华

贵。因为冬寒冰封，让牡丹充分

休眠，积储了充足的养分。因为

早春双春，让牡丹提前复苏，铆

足了充沛的后劲。因为蛇年闰

月，让蛇的灵动与牡丹的富贵缠

绕在一起，带来的是吉兆和瑞

气。因为一场古装剧《国色芳

华》的热播，让国色引芳华、天香

润盛世的经典故事，闪电般传遍

神州大地，也让菏泽牡丹再次吸

引全世界人的目光。2025年的

牡丹节会，注定是一个金蛇献

瑞、牡丹生辉的美好嘉年华。

勤劳智慧的菏泽人，是菏泽

牡丹的主人。他们以主人翁的

姿态，早就为今年的牡丹节会，

准备了一场国色天香的精彩盛

宴。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

嘉宾朋友，将从四面八方有备而

来，相聚中国牡丹之都菏泽，参

与牡丹观赏、牡丹比赛、牡丹文

化交流、牡丹产业观摩、牡丹产

品交易等一系列花事活动。又

是一番花团锦簇、流光溢彩，又

是一场花海人潮、春意满城。当

年，一时的“花开时节动京城”，

就让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惊诧不

已，欣喜若狂。如今，菏泽牡丹不

仅惊动京城，而且惊动了全国，惊

动了整个世界，菏泽人却见惯不

惊，习以为常。在菏泽人心目中，

菏泽牡丹虽然长在菏泽，但不只

属于菏泽，理应属于华夏神州，

属于全球人间。好花应与天下

人共赏，好品应与天下人共享。

当多年期待的结果如愿而至的

时候，菏泽人非常淡定从容。

说起来，让菏泽牡丹走出家

门，走遍天涯，让世界爱上菏泽

牡丹，这是多少代菏泽人共有的

一个梦。这个梦在当今新时代实

现了，但是从追梦到圆梦的历史

很漫长，道路很曲折，过程很艰

辛。牡丹花乡人的心里都有一份

沉甸甸的家庭创业史，都有一部

记载了拼搏和成功的奋斗史。

提起菏泽牡丹对外交流的

话题，首先要说的还应当是洛

阳。菏泽和洛阳是鲁豫边界相

近的两个兄弟城市，关系一向很

好。一个“中国牡丹之都”，一个

“中国牡丹城”，都因牡丹而扬名

于世，牡丹成连结两城友好关系

的纽带和桥梁。唐宋时期，当洛

阳牡丹“一城之人皆若狂”的时

候，菏泽牡丹也“千娇万态破朝

霞”了。及至明清以降，菏泽牡

丹在种植规模、品种优势和种养

业态上逐渐甲于天下，形成全国

甚至全球最大的牡丹种植繁育

加工中心，至今仍负盛名。菏泽

人和洛阳人都对牡丹情有独钟，

两个城市官方或民间交流的主

题，占据主要内容的就是牡丹。

两个城市的人都喜欢到对方观

赏牡丹，菏泽人在意的是洛阳皇

家园林式的古典风韵，洛阳人看

中的是菏泽成方连片大田式的

现代气派。菏泽人努力从洛阳

牡丹中发掘历史文化资源，洛阳

人尽量从菏泽牡丹中探寻现代

栽培技艺。两城两地的花农都

抱着互敬互学的诚心，通过多种

方式传递和交流栽培牡丹的经

验，共同研讨牡丹文化的内涵，

并且联手推动牡丹的国花评选。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后，菏泽与洛阳的牡丹交流和

交易更多，较早从菏泽走出去的

牡丹，有相当一部分去了洛阳。

菏泽人心甘情愿地把研发培育

的牡丹新品种移植到洛阳，让它

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开

花。也曾经把百年老牡丹移栽

到洛阳，让它在皇城故都焕发青

春。菏泽人与洛阳人通过牡丹

这个平台交往交流最多，彼此建

立了深厚的牡丹情。有时也有

过竞争，但更多的是相互学习，相

互支持，共谋发展。其实，竞争也

是一种学习，收获的是友谊和进

步。“谷雨三朝看牡丹”，每年的三

四月间，洛阳和菏泽的牡丹花会

相继举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给春天增添了无尽的繁华，给人

们带来了诗意的狂欢。菏泽与洛

阳的牡丹交流史，就是两个兄弟

城市之间的友谊发展史。

三百多年前，创作《聊斋志

异》的淄博人蒲松龄，就是根据

真实的民间传闻，才撰写了葛巾

玉版的动人故事。说的是洛阳

人常大用酷爱牡丹，“闻曹州牡

丹甲齐鲁，心向往之”，遂到曹州

寻访名贵牡丹。恰与牡丹仙子

葛巾一见钟情，结下姻缘，并促

成其弟常大器与另一曹州牡丹

玉版结缘。后来，牡丹姐妹跟随

丈夫回到洛阳，行医治病，救助

百姓，善名远扬。前些年，这个

故事被拍成电影《花乡情缘》，广

为播映。《葛巾》一文表面上写的

是男女恋情，有情人终成眷属，

实际上反映的是曹州牡丹的美

丽善良，是洛阳人对曹州牡丹的

相见恨晚，是洛阳人与菏泽人喜

结良缘后的慈航普度，是洛阳与

菏泽两地的善因福果。一部《聊

斋志异》，白纸黑字，世代流传，

有幸保留了洛阳和菏泽人与人、

人与花、花与花的幸运和缘分，

无意间保存了洛阳人与菏泽牡

丹的早期交流情况。正如中央

民族大学教授蒙曼所说：“到了

蒲松龄生活的年代，曹州的牡丹

已经非常有名，可以拿出自己独

有的品种来反哺洛阳，这就是当

年曹州牡丹的威风。”

说了洛阳，接下来应当说广

州。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菏泽牡

丹的主要出路就是运往广州销

售，民间俗称“下广”。因为明清

时代，北京是皇帝坐朝的地方，

所以去北京叫“上北京”，去江南

叫“下江南”，“下广”的说法也许

是沿习而来。广州是著名的“花

城”，买花看花是自古以来的传

统习俗，尤其是每逢春节，家家

户户都喜欢装饰鲜花，似乎没有

花就过不了年。特别是反季节

的菏泽牡丹，一直被奉为上品，

象征着“花开富贵，春满人间”。

广州毗邻港澳和东南亚，南洋华

人世界里对牡丹花的追捧更是

一种时尚。

菏泽花农要把牡丹植株提

前运送到广州，在那里栽植培

育，过年时再销往当地或境外。

从菏泽到广州按现在的行程是

1500多公里，那个时候是新中国

成立前，不仅路途远，而且路况

差，纯粹是一个跋山涉水、遭罪

受累的苦活。往往是一入冬就

开始忙活，整枝选棵，带土打包，

过了霜降立即动身。出发前要

例行祭拜“花神”，祈求保佑一路

平安。为了节省时间，启程后一

般选择水陆兼行，从最近的河道

码头上船，然后渡河串江，漂洋

过海，最终到达广州。菏泽附

近没有水路，一般要去济宁或

者济南泺口，有时绕到天津走

海路。最艰难的就是走旱路时

要车推担挑，昼夜赶路。车是

独轮的輷车子，担是坚硬的木

扁担，常常肩膀勒破皮，脚板磨

出泡，疼痛难忍。这样紧赶慢

赶，也要一个多月时间，才能不

误育花卖花的花期。一旦误了

时间或出现其他问题，就会赔

钱亏本，白跑一趟不说，倾家荡

产、流浪街头也是常事，有的甚

至客死异乡。当时花农流传着

一首歌谣：“推车挑担卖牡丹，糊

口换取血汗钱。上路难料生与

死，出门不知何日还。都说牡丹

主富贵，花农却似苦黄连。”由此

可见，下广卖花的路，是一代代

菏泽人用心血汗水乃至生命铺

出来的路。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种植牡丹逐渐成为农

民致富的支柱产业。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人们开始乘汽车、

坐火车下广州卖花，路上只要几

天时间。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

新石和京九两条专线开通，铁路

修到家门口，坐火车只需一昼夜

就能到。以“牡丹”命名的飞机

场落成以后，为菏泽人创造了不

出家门即可一步登天、平步青云

的机会。菏泽牡丹乘上从牡丹

机场启航的飞机，几个小时即可

抵达花城。幸运的菏泽人与菏

泽牡丹一起，赶上了新时代的天

赐良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牡丹

的催花技术越来越完善，原来只

有少数几个品种能够催花，现在

已有近百种。所谓反季催花技

术，是指运用科学栽培技术，打

破牡丹的自然生长规律，使牡丹

顺应人意，随时开放。历经百年

传承，菏泽人的催花技术已经炉

火纯青。当年武则天滥施皇威，

强令百花反季节开放，唯牡丹宁

可遭罚，亦抗令不从，表现了铮

铮铁骨，没想到在现代科技面前

却俯首帖耳，任由摆布。看来，

识时务的牡丹也与时俱进，“皈

依”社会主义新时代了。1978年

以来，每逢新春佳节，菏泽催花

牡丹频频亮相广州、深圳、香港、

澳门的展销会，这些花大色艳、

香味浓郁的珍贵牡丹，吸引了各

种肤色顾客的眼球，成为大家青

睐的“香饽饽”。自1993年开始，

菏泽花农主动到境外推销花卉，

开启了乘坐飞机做生意、周游列

国卖牡丹的历史。

近年来，菏泽牡丹声名远

播，慕名求购者源源不断，春节

旺季常常供不应求。赶时髦的

菏泽人随即玩起电子商务，在互

联网上买卖牡丹。乘着过年的

喜庆气氛，带有菏泽脸谱的催花

牡丹，经过完美包装后，打上“飞

的”，云来云去，飞向山南海北，

飞向天涯海角，为全国人民提前

送去“春天”。菏泽人坐在自己

家里，足不出户就可财源广进，

这让他们充分体验到高科技新

业态的便捷和时尚，高兴得睡觉

做梦都笑出声来。于是，又流传

了一首新的歌谣：“飞机网上卖

牡丹，创汇增收挣大钱。路遥不

受行路苦，电话互报两地安。国

兴花荣人富贵，小康生活比蜜

甜。”这首歌谣在花乡不胫而走，

家喻户晓，是花农们现实生活和

乐观心态的真实写照。

菏泽牡丹与洛阳的交流，是

渊源有自的本色交流；菏泽牡丹

与广州的交流，是生存发展的市

场交流。走过了洛阳，走过了广

州，菏泽人就可以充满信心地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全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国之都

的安泰吉祥，离不了菏泽牡丹的

富丽堂皇。早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菏泽牡丹就走进北京，进驻

中南海。那个时期北京城里栽

种的牡丹，百分之九十都来自菏

泽。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就有

菏泽花师亲自栽种的牡丹，具有

独特的花色芳香。文史大家张

伯驹的老宅里，有一株移自菏泽

的百年名品牡丹，至今长势良

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

植物园专门辟建了“菏泽牡丹精

品园”，并立碑纪念。千余株牡丹

盛开时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原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观赏后欣然题

词：“姚黄魏紫昆山白，曹州良种

到京来。”北京景山公园、圆明园、

奥林匹克公园都有菏泽牡丹的专

赏园地。因为数千株菏泽牡丹扎

根景山公园，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每年的四五月份，北京人都要在

这里举办北京牡丹节。

2017年 5月，“一带一路”国

际高峰论坛期间，2400盆菏泽牡

丹绽放天安门广场，向国际友人

和中外游客呈现了菏泽品牌的

国色天香。2019年 4月，菏泽牡

丹主题展在故宫举行，成就了紫

禁城里赏牡丹的佳话。菏泽牡

丹的端庄秀丽，正吻合古老宫殿

的金碧辉煌。2022年北京冬奥

会上，菏泽的催花牡丹亮相国家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体育健儿

带来了昂扬奔放的力量。2024
年，菏泽牡丹走进北京大学校

园，以其丰姿绰约的形象和奋发

向上的精神魅力，陪伴天之骄子

们茁壮成长。去年春节前，“北

京家庭园艺嘉年华”引领菏泽牡

丹走进朝阳区，牡丹花开，香约

朝阳，为北京市民带来一场难得

的视觉盛宴，开启了城市间园林

绿化产业常态长效交流合作的

新篇章。

菏泽牡丹走向海外，频频亮

相国际舞台，是菏泽递给世界的

一张亮丽名片，也是一场国际文

化的交融。“春风得意马蹄疾”，

菏泽牡丹很风光地走出国门，相

继落户荷兰、日本、俄罗斯、法

国、保加利亚、韩国等国家。中

国牡丹之都文化作品展在美国

纽约引起良好反响，菏泽牡丹推

介活动在巴西引发众多关注，菏

泽牡丹在罗马尼亚亚洲文化节

闪亮登场，“花儿与少年”中国牡

丹文化体验活动，在俄罗斯高校

引起轰动。菏泽牡丹入住白俄

罗斯驻华大使馆，菏泽的工笔牡

丹画在青岛上合峰会、上海进博

会吸引万众瞩目。这一系列花

团锦簇的背后，展现的是菏泽的

花样年华和花样生活，显示的是

伟大祖国的花开盛世和锦绣春

光。前不久，应韩国之邀，菏泽市

政府派团参加 2025世界牡丹大

会韩国分会场的活动，开启菏泽

市与骊州市的友好交往，必将推

动两国两市牡丹产业的深度交流

与合作。从菏泽“开花”到世界

“飘香”，一朵花的跨界之旅让人

拍手称奇。菏泽人围绕“让世界

爱上菏泽牡丹”这个大主题，连续

作出一篇又一篇的好文章。

菏泽人像疼爱孩子一样呵

护牡丹，深知牡丹一身是宝。牡

丹本是养生物，从根皮到枝叶再

到花瓣花蕊，一直到牡丹籽实，

都对人富有宝贵的养生价值。

市委市政府立足牡丹资源禀赋，

把牡丹的产业开发列入富民强

市的重点工程，做成了名扬天下

的高端产业，相继开发出牡丹籽

油、牡丹茶、牡丹日化品和牡丹

生物医药类产品 11个大类 260
余种，全市年度总产值已近百

亿，实现了从赏花经济到以花兴

城的蝶变飞跃。

春风徐来送谷雨，正是牡

丹风光时。

如今，菏泽牡丹已经成为

最受欢迎的美好天使，向世界

传递着爱的火炬。牡丹之美惊

艳世界，牡丹之谊遍及全球。

一朵花，曾经熏香一座城，一座

城，正在飘香全世界。我断定，

世界已经爱上了菏泽牡丹。

正是牡丹风光时
□张存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