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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牡丹文化，世界
绽放和平美好的幸福之花

文化因交流而绚烂，文明
因互鉴而繁荣。

菏泽牡丹的历史，是一部
中华文明与自然共生的史诗。

自隋唐时期开始，菏泽人
便以黄河冲积平原的沃土为画
布，以牡丹为笔墨，书写着“曹
州牡丹甲天下”的传奇。今天
的菏泽，拥有9大色系、10大花
型、1308个牡丹品种，培育新品
种数量占国内总量的 80%，对
全国牡丹种植苗木的支持率达
85%以上，苗木出口率占全国
的90%，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品
种最多的牡丹生产基地、出口
基地和观赏基地。菏泽牡丹不
仅花色繁多、花型各异，更以其
独特的风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
爱花之人。

正如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所
说，“从古至今，世界各国文明
不约而同地将花作为美好的象
征。发祥于黄河流域的牡丹，
以其雍容华贵的风姿，展现了
幸福美好的盛世气象和高风亮
节的君子品格，一直深受中国
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喜爱。”

的确如此，在中国与世界
各国久远的交往历程中，牡丹
很早就成为各国感知中华文
化、理解中国精神的窗口。

公元 8世纪的唐朝，牡丹
便随空海和尚东渡日本，在当
地得名“唐狮子”。随着古丝绸
之路的延伸，以刺绣、瓷器等为
载体，牡丹的形象传入日本、法
国、荷兰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还成为许多国外文学家、艺
术家的灵感来源，被描述为“财
富与荣誉之花”。比如，荷兰画
家梵高在画作《牡丹花瓶》中以

明亮的色彩表现了牡丹花的自
然之美和蓬勃的生命力；美国
作家赛珍珠将牡丹作为中国文
化符号，创作了同名小说《牡
丹》；日本画家加山又造创作了
数百幅牡丹画作，以风格鲜明
的笔触展现牡丹仁和宽博的气
度和风姿。

赏一城牡丹，品一花味
道。牡丹，这一中华文化的璀
璨明珠，在菏泽的推动下，已成
为对外交流的重要桥梁。

近年来，菏泽策划发起“牡
丹出海”计划，在荷兰、日本、韩
国设立牡丹节会海外分会场，
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泰国等
地建设海外牡丹园，浪漫的“牡
丹之约”火爆出圈；在马来西
亚、罗马尼亚、巴西等成立牡丹
文化海外传播站，美学与文化
深度融合的“牡丹文化展”频频
上演；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
屏幕，菏泽工笔牡丹画精彩亮
相；牡丹籽油、牡丹花蕊茶等产
品远销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菏泽不仅把牡丹的绚丽多姿展
现给了世界，进一步加深了中
外文化的友谊，更把“菏泽牡
丹”这一名片打造成世界文明
交流的“美丽特使”。

“这是我第一次来菏泽，很

高兴在牡丹盛开的时节到这里
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和魅力。
我来自北欧，因气候和环境的
原因，我们那里种植牡丹较少，
但在一些节日，我们也佩戴花
环。在曹州牡丹园里，我佩戴
了牡丹花环，这让我想到了家
乡，引起了共鸣。在繁荣世界
文明的进程中，花，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中国外文局文化传
播中心外籍专家安泽说。

讲好黄河故事，绽放
融通互鉴的文明之花

牡丹沿黄入海，文化香飘
世界。这场以花为媒的盛会，
既是对牡丹文化在全球语境下
的创新表达，也是“黄河文化出
海”战略的生动实践。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不仅孕育了古老伟大的中
华文明，也润泽着菏泽这片土
地，为牡丹的生长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黄河文化与
牡丹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相
得益彰。在菏泽，每一朵牡丹
根系里，都流淌着黄河的基因
密码。

观一条大河，抒一腔豪
情。本次论坛上，与会嘉宾围
绕黄河文化牡丹文化的国际传

播展开了深入探讨，大家一致
认为，要加强资源整合，强化创
新思维，搭建起中国连接世界
的“牡丹桥”。“黄河的故事，与
亿万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见
证了人类的坚韧、智慧与天人
合一。同样，牡丹以其绚丽的
色彩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象征
着美丽、繁荣和文化自豪感。
两者共同代表中国文化遗产的
永恒传承及其不断演进。”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
事处主任夏泽翰表示，希望通
过本次论坛向世界分享黄河
故事、牡丹故事，促进文化交
流，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
解和欣赏，将这些文化符号融
入现代语境的新形式和表达方
式中。

为更好地讲好“黄河故
事”、传播好牡丹文化，论坛期
间，“云上花开 共叙情缘”牡
丹主题海媒矩阵正式上线，沿
黄省（区）社科院“黄河文化与
中华文明”协同创新研究正式
启动。

推动产业融合，绽放
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花

除了文化传播，牡丹产业
的发展也是本次论坛关注的

重点。
菏泽牡丹目前已形成集种

植、加工、商贸、文旅等为一体
的完整产业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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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的愿景
正逐步变为现实。

“黄河儿女对牡丹的发现
与利用，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璀
璨结晶，也是代代传承的生动
体现。尤其是在科技的持续助
力下，牡丹产业不断突破，实现
了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在乡
村振兴、美丽中国建设以及生
态文明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在论坛的圆桌讨论环节，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舒庆艳表示。

黄河润国色，美美共天
香。在菏泽，牡丹与黄河有着
最美好的相遇，共同演绎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沉与瑰
丽。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
符号，正通过国际传播，不断
展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产
业的繁荣景象，也书写了东西
方文化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
新篇章。

与牡丹共美 与世界同梦
——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共绘文明互鉴新图景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武霈

春日的菏泽春日的菏泽，，万亩牡丹万亩牡丹
竞放竞放，，姹紫嫣红间涌动着一姹紫嫣红间涌动着一
座城市的千年文脉座城市的千年文脉。。

在这牡丹争艳在这牡丹争艳、、芬芳满芬芳满
城的美好时节城的美好时节，，20252025菏泽牡菏泽牡
丹国际传播论坛暨丹国际传播论坛暨““共同讲共同讲
好黄河故事好黄河故事””研讨会在菏泽研讨会在菏泽
会盟台会议中心盛大启幕会盟台会议中心盛大启幕。。
本次论坛以本次论坛以““黄河天上来黄河天上来
牡丹为你开牡丹为你开””为主题为主题，，以河为以河为
脉脉、、以花为媒以花为媒，，通过深化黄河通过深化黄河
文化文化、、牡丹文化交流互鉴牡丹文化交流互鉴，，让让
世界了解黄河文化世界了解黄河文化，，爱上中爱上中
国牡丹国牡丹。。来自多个国家的文来自多个国家的文
化学者化学者、、园艺专家园艺专家、、国际友人国际友人
齐聚一堂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牡丹文共同探讨牡丹文
化的国际传播路径化的国际传播路径，，挖掘一挖掘一
朵花的文明对话价值朵花的文明对话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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