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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洛阳牡丹记
——兼谈元朝洛阳的名园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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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花枝如美人

宋金蒙古时期，牡丹两次蒙难：一次是金朝灭北宋之际，金军荼毒中原、焚烧
洛阳；另一次是蒙古灭金之际，蒙古军屠城百余、赤地千里。在牡丹史上，分别被
称为“靖康花难”和“端平花难”。但是，元朝在公元1279年灭南宋、一统山河之
后，进入数十年的稳定发展时期。“洛阳花枝如美人，点点不受尘土嗔”，洛阳牡
丹劫后余生，又重新绽放于河洛大地。

洛阳春花泛绿酒

北宋末年，金军统帅完颜宗翰将富庶
繁华的洛阳城一把火烧毁。洛阳，一座开
满牡丹的城市，从隋炀帝初植牡丹于此，牡
丹伴随这个世界名都已走过五百多年，它
见证了帝国由盛到衰的过程。

此后是洛阳的百年战乱。金朝末年，以
洛阳为中京金昌府，蒙古军两屠洛阳。金朝
灭亡半年后，南宋一度出兵开封、洛阳，宋人
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

洛阳再次出现栽培牡丹是在蒙古中统
元年（公元1260年），此事记载于姚燧《序牡
丹》中。他于这年春天在洛西刘氏园见到

一株高四尺的寿安红；3年后，在洛阳故
赵相南园见到一株左紫；又过 20

年，在洛阳杨氏栏见到一株玉板白。
《序牡丹》并非是元朝时洛阳全部的牡

丹史。从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姚燧
最后一次来洛阳，直至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年）元朝灭亡，这80余年中，洛阳牡丹
开始逐渐复兴。在牡丹种植并不繁盛的元
朝，洛阳牡丹仍然闻名天下。

“洛阳花枝如美人，点点不受尘土嗔。
轻朱深白铸颜色，高亚绿树争精神！”这是元
朝人袁桷（jué）在他的《清容居士集》之《新
安芍药歌》中，赞美洛阳牡丹的诗句。此诗
约作于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春天。
牡丹走过血雨腥风，在洛阳又一次舞动美丽
的花枝！

《吴文正集》是研究元朝洛阳牡丹的
重要文献。该书作者吴澄，元至大年间

（公元1308年至1311年）曾客居洛阳。该
文集中的《答田副使第三书》《雪香亭记》

《次韵杨司业牡丹二首》等都是写洛阳园
林和牡丹的重要诗文。

《答田副使第三书》载：“卖花担上前后
两篮，不曾遍看。但见前篮一朵之花，便自

买取，而不顾后篮之花为何如。况能于洛
阳诸处名园中万紫千红而一一识之乎！”在
这里，我们看到，像唐宋一样，在牡丹花开
时，有人挑担卖牡丹鲜切花。并且，当时洛
阳的名园不是一处，并且都有万紫千红的
牡丹。

《雪香亭记》是为洛阳杨氏园的雪香亭
写的一篇碑记。杨氏园是南阳府判官杨献

卿的私家园林。《雪香亭记》载，洛阳“地气
得其中正，民俗习于承平。故虽仅定小康
之时，士大夫往往亦修治亭台。夫洛阳之
园，自昔相夸以富贵艳丽之花为甲也”。

杨氏园也广种牡丹。《次韵杨司业牡
丹二首》写杨氏园中牡丹的诗云：“谁是旧
时姚黄家，喜从官舍得奇葩。风前月下妖
娆志，天上人间富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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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居仁山堂是元朝洛阳另一处名园，
位于今宜阳、洛宁一带。对于该园，卢挚

《行农洛西题王居仁山堂春晓》诗道：“芳
草泽气春，鸟鸣岚光曙。岩花抗韶容，溪云
淡吾虑。”卢挚，大约在元至元十六年（公
元1279年）以后任河南府路总管，他劝课
农桑，园林和牡丹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 1292 年），道
教领袖吴全节奉诏回京，元成宗问他：“卿

所过郡县，有善治民者乎？”他回答：“臣过
洛阳，太守卢挚平易无为，而民以安靖。”
元成宗即日召卢挚拜集贤学士。吴全节精
通儒道，从忽必烈开始，当元朝国师50余
年，推荐了吴澄、马祖常等一批各族人才
进入元朝中央政府。也是他，在大都（今北
京）开始引种牡丹。

马祖常 （公元 1279 年至公元 1338
年），是出生在光州的蒙古族人，他的《石田

集》是研究牡丹的一部重要文献。书中有他
和吴全节等人种牡丹、赏牡丹的诸多资料。
他也多次在洛阳赏牡丹，其《洛中》诗云：

“龙门三月洛波清，正是花时过故京。”
但是，与北宋相比，元朝洛阳牡丹与

北宋牡丹相比，仍差得很远。正如吴澄《雪
香亭记》所说：“洛阳名园名花之盛，自唐
宋以来尝为天下最。”但北宋以后，屡遭
兵祸，“殆不能如旧也”。

元朝洛阳牡丹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我
们无法想象的艰难之路，这也是洛阳人最
苦难的一段岁月。

金灭亡后，河洛大地成为蒙古兵的牧
场。蒙古帝国蒙哥二年（公元1252年），蒙
古改变国策，组织嵩州、汝州等10余州开
始屯田。当年，蒙古开始编汉人户籍。洛阳
等县，平均只有 793 户，不及北宋时的百
分之一，相当于金朝后期的八分之一。不
久，蒙古改国号为元。

元至元十六年（公元 1279 年），元灭
南宋在开封设立河南江北行省，统有十二

路、七府。河南府路设于洛阳，领八县一
州。河南府路的治所就是原金中京金昌
府，即今洛阳老城。《元河南志》载，洛阳城
内只有十四个里坊。这些里坊居住的主要
是蒙古贵族、回回贵族、早期归降蒙古的
金朝贵族和汉族士人。

袁桷的《清容居士集》之《田氏先茔
志》就记述了金朝武略将军田青，原籍丰
州，降蒙古后，成为洛阳一带的屯田官，遂
举家迁洛阳。田青的孙子田君秀，任元朝的
太仆院判。元大德九年（公元 1305 年）三
月，田君秀的父亲在洛阳去世，为了选择墓

地、修建墓园，竟用了3年。最后在邙山白
李庄建好墓园，请好友袁桷写了墓志。

正值春天，袁桷来到洛阳，参加了葬
仪。正是在这里，他看到洛阳有众多贵族
园林，也看到了盛开的牡丹。他在《寿乐堂
序》中感叹道：“洛阳名园多矣，专美于后
世，今何人哉！夫动静文养乃成其性！”

此时，藁（gǎo）郡儒学提领滕玉霄也
来到洛阳，写下了《感寓六首》，收入明朝
人编的《元风雅前集》卷三。诗中写道：“春
风如绿波，淡荡洛阳城。高楼语锦瑟，落花
泛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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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康品牌美誉度跻身中国白酒口碑榜第6位

在各种评选如同天花乱坠的当前社
会环境下，或许你会好奇甚至质疑，2013
中 国 白 酒 品 牌 口 碑 榜 的 可 信 度 到 底
多高？

据笔者了解，这份榜单属于“民意口碑
榜”系列之一。该系列榜单由中国统计信
息服务中心于2013年初启动，主要基于互
联网信息的消费者口碑大数据挖掘项目，
以具体企业产品品牌为研究对象，实时监
测采集阶段性消费者数据进行研究评价，
从而以真实的民意数据影响消费文化，但

不涉及任何商业因素。
作为中国白酒行业的第一份权威口碑

榜单，2013中国白酒品牌口碑榜涉及的34
个白酒品牌，均由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
从白酒行业选取代表性品牌，然后综合品
牌知名度、消费者互动度、企业美誉度、产
品好评度、品牌健康度等指数分值，最终根
据总分值排出名次。

在 2013 中国白酒品牌口碑榜的多个
指标中，杜康均取得了较为瞩目的名次，其
中在消费者互动和产品好评度方面名列第
14位，在质量认可度方面名列第12位，高
于习酒、国窖 1573、洋河蓝色经典、董酒、
白云边等，在企业美誉度方面与剑南春并
列第6位，高于国窖1573、汾酒、西凤、洋河
蓝色经典、舍得等。

“从这个榜单可以看出，近几年来，杜
康在品牌建设、产品质量、社会责任等方
面，均取得了业界内外瞩目的成绩，成为河
南白酒行业名副其实的领军品牌，也成为
豫酒复兴的扛旗者，但与国内强势品牌相
比，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河南省酒业协
会会长熊玉亮点评。

“造势”与“做实”推动杜康领跑豫酒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河南省酒业协会
提供的数据，河南白酒生产企业有 100 多
家，白酒品牌接近 200 个，但为什么上榜
2013 中国白酒品牌口碑榜的豫酒品牌只
有杜康？

“这并不奇怪。”观察河南白酒行业多
年发展的亮剑营销咨询机构董事长牛恩
坤分析，自 2009 年年底战略整合后，杜康
就以王者归来的姿态快速发展，在“造
势”和“做实”两方面的成就引人瞩目，不
仅在省内外以及白酒行业保持了较高的
品牌活跃度，而且在省内外市场的渠道建
设、销量提升等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豫
酒，让人们看到了豫酒在较短时间内复兴
的希望。

对于这样的评价，洛阳杜康控股销售
公司总经理苗国军也表示赞同：“杜康在战
略重组以后，就提出了‘品质杜康、文化杜

康、责任杜康’三大战略，在尊重白酒行业
规律的前提下，注入了许多快消品等领域
的创新思维，坚持‘势’与‘实’两条腿走路，
因此，才能比其他白酒走得更稳，走得更
快，走得更好。”

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两年内，杜康
不仅联合行业、高校、社会等多方力量，
率先打造中国第一家白酒工程研究院，而

且在白酒电子商务、白酒证券化、封坛酒
业务、微电影营销等领域，创造了 20 多项
河南甚至中国白酒行业第一。杜康还率
先联合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中国商业价值
研究会、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华夏酒报》等，发布中国白酒行业第一
份价值白皮书，倡导白酒行业回归理性、
回归文化、回归品质。 （马俊曹）

杜康品牌美誉度跻身中国白酒口碑榜第6位
由国家统计局权威发布，杜康成为河南白酒行业唯一上榜品牌

在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河南100多家企业的近200个白酒品牌

中，哪个口碑最好？

4月8日，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CSISC，又称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

心）发布的2013《中国白酒品牌口碑研究报告》揭晓答案：杜康品牌美誉度跻身

第6位，领先于习酒、国窖1573、白云边、衡水老白干、洋河大曲、稻花香等，成为

河南白酒唯一上榜品牌。

而此次金榜题名的最关键原因，一半在于杜康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如

5000年历史文化底蕴，华夏酿酒鼻祖、中华美酒之源的至高无上行业地位，一半

在于杜康持续数年“造势”与“做实”，坚持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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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白酒工程研究院在杜康公司揭牌成立（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