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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源远缘深，洛阳人与牡丹血脉相融

4 月，是古都洛阳最美之时。
公园里、邙山上、街道旁——九大色
系的牡丹争奇斗艳，绘就了一幅国
色天香的动人画卷。八方宾朋欣赏
着，赞叹着，留恋着……对于洛阳而
言，赏牡丹，不只是一种休闲娱乐方
式，更是传承千年的一条文化血
脉。这其中，悲欢离合皆尝尽，苦辣
酸甜寓其中。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疑是洛川神女
作，千娇万态破朝霞”……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记录了牡
丹的荣耀与辉煌。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记载：“洛阳
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
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

然而，历史并不是总让人欣喜。回首千年，洛阳牡丹
也历经了盛衰更替的过程：它曾在皇宫帝苑大富大贵，曾
被广植民间深受垂爱，还曾饱受战火摧残而难觅踪迹，如
今又涅槃重生花开盛世。

我市安乐新村的王氏家族，见证了近代我市牡丹观
赏的兴衰。

当时“王氏三兄弟”很是出名，其中二弟王二道出生
于1921年。这位痴迷牡丹的花农，一生致力于牡丹的保
护与培育。如今，王二道已过世，培育牡丹的接力棒被交

到了女儿王月红的手中。
今年57岁的王月红回忆，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呵护

牡丹的场景，也经常听到父亲讲有关牡丹的故事。1978
年，王月红从河南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被分到王城公
园种植牡丹。虽然后来岗位换了，但她一直心系牡丹，退
休后仍与爱人在孟津研究、培育牡丹。

王月红介绍，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受到战乱影响，绝大
多数牡丹被摧毁，当时人们很难一睹牡丹芳容。新中国成立
后，她的父亲在自家小苗圃里种植了几株牡丹，而且还从山
东等地移栽了一些牡丹。每逢花开时节，“牡丹迷”们就不
约而同地来到安乐新村附近的私家苗圃，一睹牡丹芳容。

曾经风光无限的牡丹却难觅芳踪，让人扼腕叹息。不
过，“甲天下”的洛阳牡丹怎会就此沉沦，它正在寒冬里默
默积蓄力量，等待沉默过后的爆发。

国色牡丹一度难觅芳踪

1983年4月15日，首届洛阳牡丹花会开幕式在王城
公园举行。从此，4月的洛阳总能吸引四海宾朋，因为雍
容华贵的牡丹在这里盛开。

近日，王城公园内的牡丹花开正艳。与忙着留影的
中外游客不同，今年43岁的牡丹专家范崇霞无心赏花，
而专注于牡丹生长情况。

范崇霞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园林专业，1994年到王
城公园从事牡丹培育工作。在她办公室的抽屉里，一本
略显破旧的笔记本被她视作珍宝，上面详细记录了王城
公园所有牡丹的来历及养护注意事项。这是一本珍贵的
牡丹“成长日记”。

“1955年10月，王城公园建园时，当时的牡丹专家从本
地以及甘肃、山东菏泽等地的老百姓家中，一株一株地收集

牡丹苗木。”范崇霞说，大家共收集了22个品种214株牡丹。
如此珍贵的牡丹可是宝贝，专家们几经斟酌，最终把

它们种在王城公园正门的广场绿化带内，这样市民一进
门就能欣赏到牡丹。

“从我市毕姓人家的15亩苗圃中收集到多株牡丹”
“从新村老百姓家中收集移栽800株牡丹”“1986年增至
1万株200多个品种”……在范崇霞的笔记本上清楚地
记着一笔笔“牡丹账”。随着“账单”越来越长，王城公园
的牡丹数量也越来越多。如今，该园的牡丹总数已达
12.5万株，品种增至800余种。

和王城公园差不多同时建园的牡丹公园、西苑公园，
也经过了从各地搜集、移栽牡丹的历程。到洛阳牡丹花
会诞生时，这3所公园就成为人们赏牡丹的主要去处。

一本珍贵的“成长日记”

“一炮而红”的牡丹花会，带来了如潮的游人。为了
满足人们更多、更高的赏花需求，更多的牡丹观赏园陆续
建立，“赏花版图”在不断拓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市从地域分布上开始规
划建设更多的牡丹园，以分散赏花客流，同时提升赏花品质
和服务水平。目前在市园林局工作的曲红恩参加了中国国
花园、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等多个牡丹观赏园的建设工作。

在我市北部的邙岭地区，因每年春暖花开之时气温
回升晚于市区，牡丹花开时间也较市区稍晚，因此我市开
始在邙岭地区建设牡丹观赏园。

1992年，始创于1978年的一家国有苗圃开始改建成牡
丹观赏园。当年，该园被批准建立国家牡丹基因库。2003
年，该园被国家林业局批准建立中国洛阳国家牡丹园。

2007年位于邙岭的国际牡丹园建成开园。有关该
园的建设，还有个小插曲。曲红恩回忆说，2007年4月

26日第二届中部博览会在郑州举办，我市想借机把中博
会的人气吸引过来。但问题是，4月底，我市大部分牡丹
观赏园的牡丹已陆续凋谢，如何错开花期成为当时亟待
解决的问题。

当时，邙山上一家集体企业性质的花木公司因地处
小盆地地形，受独特地形气候条件影响，其牡丹花开时间
晚于邙岭其他牡丹园，因此我市决定将其改造成牡丹园，
并取名国际牡丹园。当年，国际牡丹园成功接待了来自
中博会的一批特殊游客。

2000年后，市区牡丹园数量也在增加——中国国花
园、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相继建立。此外，白云山及鸡冠洞
高山牡丹园等也相继建成，由于海拔高、气温较低，这里的
牡丹一般在五一前后盛开，花期可延长至5月底。

随着催花技术的成熟，神州牡丹园等还建起了四季
牡丹展厅。现在，一年四季赏牡丹，在洛阳已不是梦。

不断拓展的“赏花版图”

牡丹，早已成为华夏儿女追求繁荣、强盛、幸福、美好的
精神寄托。每名来洛游客，都希望留住这美好的瞬间。

对此，深有体会的莫过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红极一
时的牡丹照相师。46岁的梁京卫就是其中之一。

梁京卫回忆，20世纪80年代末期，王城公园内设置
了10个固定的照相摊点，他承包了其中一个。当时游客
几乎都没有相机，想跟牡丹及牡丹仙子合影，需先排队领
票，队伍经常一排就是几十米长。

梁京卫介绍，为了节省时间，他们经常一卷胶卷未照
完，就在暗箱中将已照好的胶卷剪出来，拿到冲印店冲印
后，将照片和底片交到游客手中。有时，一些外地游客等
不及拿照片，他们就按照游客留下的地址邮寄过去。每

年花期结束后，梁京卫至少要邮寄1000封挂号信。
“当时游客对牡丹的喜爱程度之深，从一件小事就能

看出来。”梁京卫说，1995年，一位20多岁的湖北小伙，把
身上仅有的200多元全部用来和牡丹合影，以至于连回家
的车票钱都没有了。当时王城公园的一位照相师得知此
事后，自掏腰包为年轻小伙买了回家的车票。

随着相机、手机等电子产品逐渐普及，牡丹照相师大
多都转行了。现在的梁京卫转行当了司机，但当年风风
火火照相的场景已成为他记忆中抹不去的印记。

静静的洛河流淌着，仿佛带走了岁月的所有痕迹，盛衰
荣辱尽在无言中。但它并不寂寞。洛河之滨，牡丹比千年
前更加娇艳、多姿，与它一起见证斗转星移、时空变幻……

曾经红极一时的牡丹照相师

本报记者 赵佳 特约记者 乔丽娜 文/图

为了弥补好来历寺河山产区灵宝（红富士）苹果库存不
足，早早售罄的遗憾，经与战略合作伙伴“灵宝永辉寺河山
果业产业集群”协商，在其冷藏的专供南美市场的出口产品

“寺河山产区灵宝青苹果”中，选出2000箱一级果（直径75
毫米至80毫米，果形正，无瑕疵）投放洛阳市场。

昨日上午，在好来历运营中心大厅，20位编辑、记者作
为临时组成的品鉴团成员，被请来品鉴寺河山产区灵宝青
苹果，大家普遍认为“青苹果果香清新，味道酸甜适中，果肉
密度大”。

经过投票表决，在20人中，17人表示喜欢，支持上市；
3人表示不适应青苹果的“青气”，认为还是红富士好。

经过讨论和认真核查该批产品的《出口商检报告》（请
登录好来历官方网站 www.lyhll.com 查看），好来历决定
投放这批“寺河山产区灵宝青苹果”。

谢娜娜 文/图

好来历寺河山产区
灵宝青苹果上市

出口产品，严控农药残留；果香清新，味道酸甜适中

品名：好来历寺河山产区灵宝青苹果
规格：每箱15颗，每颗直径均在75毫米到80毫米
重量：每箱约重3千克
售价：49元/箱（免费同城派送，首批4月21日出库派送，正常情况

每周三、周六各出库派送一次）
好来历24小时服务热线：洛阳日报报业集团“百姓一线通”

0379-66778866
售后服务专线：0379-63350000
品尝好来历青苹果，请到开元大道218号报业大厦1606室

所谓青苹果不是没长熟就采摘冷藏的苹果，
而是苹果中的一个品种。

青苹果中的胶质和微量元素铬能保持血糖的
稳定，还能有效地降低胆固醇；多吃青苹果可改善
呼吸系统和肺功能，保护肺部免受污染和烟尘的
影响；青苹果特有的香味可以缓解压力过大造成
的不良情绪，还有提神醒脑的功效；青苹果中还含
有大量锌等微量元素，人们早就发现，多吃青苹果
有增强记忆力、提高智力的效果，因此青苹果有

“智慧果”“记忆果”的美称。 （谢娜娜）

食用青苹果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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