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永丽永丽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刘娟刘娟
电话电话：：59695815969581
E-mail:mdwbE-mail:mdwb0909@@sina.com.com

20252025年年 44月月 88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牡丹是菏泽最靓丽的名

片，菏泽人民世世代代种花爱

花、崇花敬花。菏泽始终坚持

把最美的牡丹带给世界，热切

期待与大家共同观赏、共同传

递牡丹之美，努力架起深化友

谊的“牡丹桥”，共同谱写更精

彩的发展华章。

据了解，“牡丹名片”早在

唐朝时就享誉东瀛三岛。随着

大航海时代的兴起，中国的纺

织品和瓷器传入欧洲。牡丹作

为纺织品、刺绣和瓷器图案的

重要内容，当时便引起欧洲人

的注意。不过，他们认为，与

龙、凤等形象一样，牡丹也是中

华民族的图腾和文化符号，并

不存在。直到 1656年，荷兰东

印度公司的贸易代表来到中

国，亲眼看到了牡丹，回国后有

人对此做了报道。这是有关西

方人看到牡丹的最早记载。

又过了一个多世纪，大约

在 1786年，英国邱园主人约瑟

夫·班克斯读了这篇文章，并看

了许多中国画，对牡丹产生了

兴趣。他让东印度公司的外科

医师亚历山大·杜肯在广州为

他收集牡丹，随后将牡丹送到

邱园。1789年，这些牡丹中有

一株开出了高度重瓣的红色

花，这便是最早引种到欧洲的

中国牡丹。

那时出现在广州的牡丹应

为催花牡丹，在当时的中国，唯

有山东菏泽的花农到广州催

花，因此，1656 年荷兰东印度

公司贸易代表看到的牡丹，应

该为菏泽催花牡丹。1786 年

在广州收集的牡丹，也应该为

菏泽催花牡丹。1789年，欧洲

大陆开出的第一批牡丹花，正

是经广州引种的菏泽牡丹。

菏泽牡丹出口的历史可以

上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1963年，原菏泽县赵楼公社赵

楼大队特产队向朝鲜出口牡丹

2000 株、向苏联出口 3000 株，

包括赵粉、葛巾紫、胡红、紫二

乔、蓝田玉等数十个品种。

作为吉祥、富贵、和平、友

谊的象征，牡丹为不少国家人

民所喜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

代出口到苏联、朝鲜、阿尔巴尼

亚等国家的牡丹，便充当了友

谊使者的角色。改革开放以

来，日本、泰国、美国、法国、荷

兰、德国等国家纷纷引种菏泽

牡丹、建立牡丹园。

1992年，菏泽牡丹参展法

国波尔多国际花卉博览会，并

获得唯一的银质大奖，在中法、

中欧牡丹交往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1993年，山东省外办援助

泰国王室“山地开发计划”，由

菏泽赠送 50 个品种 200 株牡

丹，帮助泰国北部安康山附近

居民试种牡丹，发展经济。当

时，菏泽牡丹专家赵建修随行

指导种植牡丹。“这些牡丹栽种

到泰国北部安康山农场。”赵建

修回忆。牡丹实验田选在泰国

海拔最高、气温最低的山上，牡

丹栽种在一个大棚内。赵建修

手把手指导当地技术人员学习

牡丹栽培技术。牡丹全部成功

开放，泰国王室和当地农民都

非常满意。

2016 年 春 节 期 间 ，菏 泽

2500株牡丹越过台湾海峡，在

宝岛美丽绽放，给台湾同胞带

去了富贵和吉祥。

2020 年 6 月，正当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时，2500株菏泽牡

丹在日本佛光山法水寺如期盛

开，给同处疫情中的日本人民

带去吉祥和希望。

近年来，我市策划发起“牡

丹出海”计划，高规格举办菏泽

牡丹国际传播论坛，先后在荷

兰、日本、韩国设立牡丹节会海

外分会场，在保加利亚等国建

设海外牡丹园，在巴西、马来西

亚、罗马尼亚等国成立牡丹文

化海外传播站，面向全球举办

“花开盛世”牡丹系列奖评选活

动，用中国工笔画的形式共绘

“一带一路”沿线 50 多个国家

的国花之美，打开了世界人民

了解牡丹、了解中国的“牡丹之

窗”。

如今，“让世界爱上菏泽牡

丹”已经成为菏泽牡丹节会的

主题，也是菏泽牡丹对外宣传

推介的“金句”。

“牡丹出海”讲述菏泽故事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

牡丹国色天香、雍容华贵，是最具代表性的本土花卉，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

对外传播文化符号。近年来，我市立足牡丹资源禀赋，深入挖掘牡丹“美美与

共”价值理念，积极打造具有亲和力的对外传播文化符号。一朵朵牡丹花，架起

了对外沟通的桥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菏泽篇章。

3 月 28 日，2025 世界牡

丹大会韩国分会场活动在韩

国骊州市举行。自 2002 年

起，韩国从菏泽引进 10 万余

株牡丹，截至目前累计进口

牡丹已超百万株，双方在品

种改良、技术攻关等领域交

流密切。

骊州市地处韩国中部，

与菏泽市在牡丹产业发展方

面合作基础广泛。骊州市市

长李珫雨表示，将于近日带

队访问菏泽市，期望借此契

机，将牡丹和芍药产业培育

为骊州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与菏泽市共同探索牡丹与芍

药产业的新发展机遇。本次

活动以“让世界爱上菏泽牡

丹”为主题，致力于推动中韩

牡 丹 产 业 的 深 度 交 流 与 合

作。开幕式上，韩方带来富

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表演，菏

泽 市 则 精 心 筹 备 了 精 品 牡

丹、牡丹产品、牡丹工笔画、牡

丹文创及牡丹艺术摄影等多

个展览。

今春以来，菏泽“花事”

繁盛。当地时间 2025年 3月

29 日，由美国贸易发展委员

会和美国国际文化艺术联合

总会联合主办，菏泽市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特别支持的

“魅力中文·联合国中文日”大

型 文 化 活 动 走 进 美 国 洛 杉

矶 。 本 次 活 动 以“ 牡 丹 花

开 菏泽有请”为主题，通过

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向国

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牡丹之

都”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

劲吹“牡丹风”。著名旅美画

家丁仲修现场挥毫创作《中

国牡丹之都》，以精湛技法展

现菏泽牡丹的倾城之姿；非

遗面塑大师时振山巧手制作

的牡丹花艺作品栩栩如生，

引得中外嘉宾驻足观看。“菏

泽牡丹非常漂亮、迷人。”美国

贸易发展委员会主席加利·

怀特表示，“我们愿意架起桥

梁，让世界看见菏泽之美，让

更多人了解、走进这座‘东方

花都’。”

不久前，尼日利亚《西非

华声报》、南非《非洲时报》和

匈牙利《联合报》分别刊发了

《到菏泽，遇见“国色芳华”》。

当电视剧《国色芳华》的热播

将牡丹的雍容华贵推向广大

受众时，菏泽牡丹正以文化

符 号 与 经 济 引 擎 的 双 重 身

份，掀起一场跨越千年的“出

海”浪潮。

牡丹广受民众喜爱且寓

意美好，是最具代表性的本

土花卉，也是极具中国特色

的对外传播文化符号。一朵

朵牡丹花，架起了对外沟通

的新桥梁，牡丹之美惊艳世

界、牡丹之谊遍及全球。

一朵牡丹打开一朵牡丹打开““世界之窗世界之窗””

牡丹花开牡丹花开 菏泽有请菏泽有请

⑦⑦

菏泽牡丹到了佛光山菏泽牡丹到了佛光山

赵建修时常想起当年帮泰国人民试种牡丹的往事赵建修时常想起当年帮泰国人民试种牡丹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