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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花十二钗

洛阳牡丹初植于隋，盛于唐，甲
天下于五代、北宋，传承于后世。牡
丹在洛阳，由花工们批红判白，新品
迭出，历代都有不同的花王。自隋
朝至当代，共有十二种牡丹珍品先
后担任花王，分别是颤风娇、左紫、
醉杨妃、玉芙蓉、寿安红、魏紫、姚
黄、潜溪绯、欧家碧、状元红、玉版
白、娇容三变。它们被称为牡丹王
国的“十二钗”。

隋唐时期，先后出现的牡丹花王是颤风
娇、左紫、醉杨妃、玉芙蓉。

颤风娇，是隋朝西苑最早培育的牡丹品
种，为千叶红花，今洛阳红为其变异品种，是
牡丹众品中脱颖而出的第一个花王。据《朝
鲜史略》卷二载，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
应新罗善德女王所请，唐太宗向新罗赠送牡
丹种子。当时，所选的牡丹品种就是颤风娇，
同时作为国礼的还有大唐画师阎立德绘制的

《大唐禁苑颤风娇姿图》。
左紫，唐玄宗开元年间洛阳牡丹花王，千

叶紫花，洛阳花工左女培育。当时月陂堤和
皇家园林中广泛种植，客居洛阳的渤海王子

大门艺尤喜此花。
醉杨妃，以洛阳美女杨玉环命名的牡丹

珍品，唐玄宗天宝年间牡丹花王。此花起楼
重瓣，初开粉红色，内瓣多皱而细长；盛开粉
紫略带蓝色，呈皇冠状；谢时紫粉白色。因其
花梗柔软弯曲，花朵常常下垂且瓣薄，故在阳
光下既有潇洒风流之姿，又有娇媚羞怯之态。

玉芙蓉，是白牡丹中的珍品，是晚唐时期
牡丹花王。这种牡丹珍品的命名非常特别，
它是根据一名大唐洛阳歌女的艺名命名的。
此女名叫张好好，艺名正是玉芙蓉。诗人杜
牧专门写了《张好好诗》，真迹现存于北京故
宫博物院。

五代北宋时期，寿安红、魏紫、姚黄、潜溪
绯、欧家碧先后担任花王。

寿安红，又称百花妒，为千叶红花，出寿
安县（今宜阳县）锦屏山中。花色泽桃红，花
心有细碎的瓣，娇艳美丽，是五代时期洛阳牡
丹的花王。宋代赵孟坚《牡丹》载：“忆划洛阳
花，寿安红为冠。要其所从出，亦自薪槱

（yǒu）伴。伊维花卉流，第以色媚眼。”
魏紫，又称魏花，是千叶肉红花，出于当

过宰相的魏仁溥家。起初是樵夫在寿安山中
发现这种牡丹花，后挖出来卖给魏家。它是
五代末年牡丹花王。后来姚黄成为花王，魏
紫成为花后。魏紫，花呈楼子台阁型。花初
开为紫红色透粉晕，盛开色变淡。魏紫既出，
立即名闻天下。北宋王安石《题金沙》曰：“
海棠开后数金沙，高架层层吐绛葩。咫尺西
城无力到，不知谁赏魏家花。”

姚黄，出于洛阳白司马坡姚家，北宋初年
为花王。此花重瓣起楼，层层叠叠，初开时鹅

黄色，盛开时乳黄色，瓣如着蜡，光彩照人。
周师厚《洛阳牡丹记》载：“姚黄，其开最晚，在
众花凋零之后，芍药未开之前。其色甚美，而
高洁之性，敷菜之时，特异于众花，故洛人贵
之，号为花王。城中每岁不过开数朵，都人士
女必须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
里。其为时所重如此。”

潜溪绯，出于龙门潜溪寺，继姚黄之后，
为牡丹花王。盛开时花呈半球状，大红色，鲜
艳而有光泽。远远望去，如同火焰燃烧，洛阳
人又称“转枝花”“火炼金丹”。欧阳修曾在

《洛阳牡丹图》中赞：“四十年间花百变，最后
最好潜溪绯。”

欧家碧，花色碧绿，因出自洛阳欧氏圃中
而得名。《墨庄漫录》载，宋徽宗宣和年间，洛
阳有一位姓欧的花工，用药壅培白牡丹根下，
次年花开浅碧色，人称欧家碧，极为珍贵，“每
岁作为贡品”。此花洛阳独有，堪称稀世珍
品，是北宋末年的洛阳花王。

隋唐四代花王

五代北宋时期的花王

洛阳三彩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独立门类

来洛阳旅游，不少游客临走时往往会购买唐三彩，或留作
纪念，或馈赠亲朋。礼品店中的马、驼、俑、罐、瓶、壶、盘等唐
代三彩仿制品给人们留下了最直观的印象。

郭爱和却认为，用唐三彩来指代三彩工艺，过于片面。
“唐三彩是三彩烧制技艺在唐代作品的统称。”郭爱和说，

它的内涵和外延不能囊括三彩烧制技艺各历史阶段的全部特
点，更无法反应现代三彩艺术的风貌。文物及传统工艺命名
一般遵循首次发现地原则，三彩器首先是在洛阳被发现的，三
彩工艺也是在洛阳被创新和发扬光大的，基于这样的事实，将
三彩工艺称为洛阳三彩是恰当的。

2008年3月，郭爱和在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组织的全国工
艺美术普及工作河南省工艺美术品种论证会上首先提出了洛
阳三彩这个概念并被认可。2009年7月，全国工艺美术行业
普查工作办公室在其发布的《中国工艺报告——全国工艺美
术行业报告书》中正式认定了洛阳三彩这个概念。这意味着，
洛阳三彩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独立门类。2014年，洛阳三彩
烧制技艺被评为洛阳市级“非遗”项目。

三彩釉画：三彩技艺的新发展

郭爱和介绍，洛阳三彩烧制技艺包括洛阳唐三彩（仿古三
彩）烧制技艺、新工艺三彩烧制技艺、三彩釉画烧制技艺。

从工艺形制上看，洛阳唐三彩和新工艺三彩都为三彩陶
塑，工艺相近。三彩釉画则为平面作品，它的色彩从古老三彩
的几种颜色，衍生出大红、湖蓝、柠檬黄等几百种颜色，是一个
全新的艺术画种，也是三彩技艺在当代的新发展。

三彩釉画的具体制作程序为：首先立线，将配置好的泥浆
根据图案描绘在素胚上，立好的线条要挺拔有力，有装饰感和
韵律感；然后施釉，用柔软的羊毛笔蘸上饱满的釉浆，采用“调
和”“重叠”“渗透”和“扩散”的手法一层层均匀地在瓷板上涂
上各种釉彩，釉层厚度为0.8毫米至1.2毫米；将施釉完成后
的产品装入三彩窑炉，经过烘干、低温焙烧、高温加热、高温保
温的一系列过程，一件美轮美奂的三彩釉画就制作完成了。

洛阳三彩产业如何做大做强？郭爱和表示，目前洛阳整
个三彩行业的规模和体量都较小，还不能盲目扩大规模，要通
过全方位的宣传，将三彩树立为洛阳的文化象征之一。在吸
引足够的眼球之后，相关产业自然会有更大发展。

“洛阳历史资源丰富，文化符号多，应选择其中之一作为重
点来抓。”郭爱和说，瓷器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三彩更是瓷器中
的精品，将其作为洛阳的代表，无可厚非。

本报记者 张宁 文/图

洛阳三彩烧制技艺：

新鲜的“老面孔”
炫目的新光彩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河南馆内，一幅长 25
米、高 3 米多的大型三彩壁画吸引了众人眼
球。壁画的创作者、洛阳三彩烧制技艺传承人
郭爱和认为，这幅壁画正代表了三彩烧制技艺
在现代的发展。2014年，他将洛阳三彩烧制技
艺申请为洛阳市级“非遗”项目并获评。

——古今牡丹花王记 □郑贞富

金元时期的牡丹花王是状元红、玉版白，并非这两品花
比前代的花王更美，而是这两品种植较普遍。

状元红是传统名贵品种，千瓣红花，出自北宋洛阳状元
吕蒙正宅院。它是千叶深红色，色类丹砂而浅，叶末梢微
淡，近萼渐深，有紫檀心，开头可七八寸。状元红在北宋时
未成为花王，但是在金朝和南宋时成为花王。

金朝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春，金朝开科取士，皇帝
在御苑牡丹花丛前宴请新科进士们，称状元红为花王，命进
士们各以《应制状元红》为题赋诗一首，进士郝俣咏道：“仙
苑奇葩别晓丛，绯衣香拂玉炉风。巧移倾国无双艳，应费司
花第一功。”赞状元红“倾国无双”，是花神司花的功劳。南
宋范成大的《蜀花以状元红为第一》载，四川牡丹中，以状元
红为花王。

玉版白，花朵圆润，花色洁白如玉，如一轮皎月，似银雪素
绫，是由北宋洛阳福严院的僧人培育的，在元朝时期成为花
王。元朝洛阳学者姚燧，一心只为牡丹，29年中，足迹遍及中
原各地，去寻找那传说出的奇妙精灵、国色天香。在“洛阳杨
氏栏”见到一株玉版白，姚燧对此大加赞美。

金元牡丹花王

娇容三变又名芙蓉三变，出自洛阳，明清洛阳牡丹花王，
后引入安徽亳州。薛凤翔在《亳州牡丹史》中描述它“初绽紫
色，中开桃红，经日见色梅红”，但亦有其他三种色者。

一花何以变三色？从现代科学角度看，是水分、阳光、
气温、土壤及植物内激素等诸多因素使然。但古时人们对
此难以理解，将其赋予神秘色彩，珍爱且敬畏。明代袁宏
道去张公元善家看花，记述了芙蓉三变：“晓起白如珂雪，
已后作嫩黄色，午间红晕一点，如腮霞花之极娇异者。”张
公元善则说它“种之二年，芽始茁，十五年始花。久则变而
为异种”。

娇容三变，在当代仍为牡丹花王，因为洛阳牡丹品种虽已
有1300多种，但未有此花之奇特者。在十二代花王之后，是
否还会出现新花王呢？答案是肯定的！让我们耐心地等待！

明清花王娇容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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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公元751年至公元814年），字东野，唐中期著
名诗人。孟郊少年时隐居嵩山苦学，性格耿直且孤
僻，很少与人交往，但韩愈一见即与其成忘年之交。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孟郊50岁中进士，任
溧阳县尉。宪宗元和初年（公元806年），郑馀庆为东
都留守，奏请孟郊为水陆转运判官。后郑馀庆镇守兴

元，又奏请以孟郊为参谋。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孟
郊卒于任上。张籍谥之曰“贞曜先生”。孟郊虽进士及
第，但一生仅数为下级官吏，然诗作颇多，现存有400
余首。有《孟东野集》10卷，《全唐诗》录其诗10卷。

孟郊一生困顿，被视为“寒酸孟夫子”。其诗篇
大多是倾诉穷愁孤苦和反映民间疾苦的。其诗质

朴，多以白描手法抒情写景，遣词造句力避平庸浅
率，其《游子吟》
最为有名。

（资 料 提
供：洛阳市地方
史志办公室）

孟郊：“寒酸孟夫子”世传《游子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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