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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

牡丹始盛（2）

连 载

显庆五年（公元
660年）正月，武则天
登上皇后之位的第
六年，她和唐高宗从

东都洛阳出发，于二月间抵达太原，武则天的故
乡山西汾州文水当时是太原的属县。在太原逗
留了四十五天后，于当年四月从太原返回东都洛
阳。二月至四月这段时间正是牡丹盛开的季节，
这次太原之行使武则天与西河众香精舍牡丹邂
逅，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武则天这次故乡之行是否去了众香寺，看
到了那里的牡丹，舒元舆在《牡丹赋》里没有记
载，但是从“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
的文字看，武后应该是去了众香寺，并惊异于那
里的牡丹“其花特异”。熟知上苑牡丹情况的武
后，因发现这里有许多上苑没有的牡丹品种，才
会“叹上苑之有阙”，并命令移植。上苑也按照
武后的旨意，对众香寺的新异品种牡丹进行移
植，不然不会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
武后由太原返回洛阳住了两年后，又去长安住
了三年，众香寺牡丹就在这段时间不断移往长
安、洛阳。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武则天与高宗的太
原之行，特别是武则天的“因命移植焉”，导致和
开创了唐代牡丹的繁盛。牡丹栽培已如洪流四
溢，弥漫无所止息。应该说，武则天是唐初牡丹
繁盛的有力推动者，其功不可没。自此，牡丹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请看如下记载：

“开元初，有木芍药植于兴庆宫沉香亭前。
其花一日忽开，一枝两头，朝则深红，午则深碧，
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间香艳各异。”（《开
元天宝遗事》）

“开元禁中种木芍药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
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
开，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辇从。乃命李龟年持金
花笺，宣赐李白进清平调词三首，上命梨园弟子
歌之。”（《太真外传》）

“（玄宗时）宫中牡丹品最上者‘御衣黄’，次
曰‘甘草黄’，次曰‘建始黄’，次皆红紫，各有佳
名，终不出三花之上。他日，宫中贡‘一尺黄’，乃
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几一尺，高数寸，只
开一朵……。”（《青琐高议》）

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武则天巡幸太原，
到唐玄宗开元末（公元741年），仅仅八十多年的
时间，长安牡丹的发展已经如此。

唐开元之后长安牡丹更加繁盛。《酉阳杂俎》
记载：“至德中，马仆射镇太原，又得红紫二色者，
移至城中……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
一千二百朵，有正晕、倒晕、侧晕，浅红、浅紫、深
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

《杜阳杂编》记载：“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
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
每睹芳盛，叹曰：‘人间未有。’”又载：“文宗于
内殿前看牡丹，翘足凭栏，忽吟：‘俯者如愁，仰
者如语，含者如咽。’吟罢，方省元舆辞，不觉叹
息。”

如此，长安牡丹已经让人眼花缭乱，惊异万
分……

“中原风读书会自创办以来，仅仅两
年，就已举办读书活动30余场，今天在洛
阳举办，是第一次走出省会城市……”23
日“世界读书日”当天上午，在瓦库洛阳七
号店召开的中原风读书会现场，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副社长高金光代表主办方在致辞
中说，此次读书会之所以选在洛阳，是因为

“洛阳是最适宜读书的地方”。

洛阳是最适宜读书的地方

本次读书会由河南日报社、洛阳市委
宣传部、瓦库品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
办，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洛阳瓦库七
号店、瓦库·余舍精品酒店联合承办，《河
南日报》洛阳记者站、《洛阳日报》、《洛阳
晚报》等协办。

中原风读书会首次走出省会城市，就
选择了洛阳，有何特殊原因呢？高金光
说，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是中国七大古都
之一，文化积淀深厚。同时，洛阳牡丹香
飘天下，驰名中外。所以，牡丹与图书同

争艳，花香与书香共芬芳，此时的洛阳是
最适宜读书的地方。

中原风读书会此次邀约《人民日报》
大地副刊主编周舒艺、上海《文汇报》笔
会副刊主编周毅、《羊城晚报》花地副刊
编辑部主任陈桥生及数位省内报纸副刊
名家和知名作家冯杰、何频、胡竹峰，相
聚洛阳，举办了这场以“书香生活和文艺
之美”为主题的读书会，旨在唤醒人们对
读书生活的回忆，激发人们对读书生活
的热爱。

网络时代更要坚持读好书

对网络时代如何读书，与会专家、学
者、作家、诗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前几天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
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也是本
次读书会的话题。嘉宾现场读了这组
数据：近年，纸质书阅读时间总体有所
增加，但与手机阅读时长的差距越来越
大。2016 年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

为 7.86 本，其中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65
本，电子书阅读量为 3.21 本。我国成年
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 79.9%，数字
化阅读方式接触率连续 8 年上升，达
68.2%，图书阅读率为 58.8%。手机接触
时长增长显著，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
为 26 分钟。

大家认为，虽然目前我国国民的阅读
数量不是太多，但是，不管纸质书还是电
子书，不管书籍的介质、读书的方式如何
变化，读书的价值永远不会衰减。

在读书会现场，近 20 位嘉宾结合各
自经历、感受，深入探讨读书、写作对人生
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在当下如何让更多人
从嘈杂浮华中回归内心，真正享受到书香
生活的乐趣，有意愿并且有能力感受文学
艺术带给人的丰富、纯粹与深邃，从而提
升生活品质和精神境界。

对洛阳和牡丹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起洛阳，与会嘉宾都对这座城市留

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周 毅 女 士 说 ，她 是 首 次 来 洛 阳 ，

“感到不虚此行，早该来了”。来洛阳后看
到满城的牡丹，非常惊喜，高雅、清秀的牡
丹令人难以忘怀。

洛阳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深深
打动了深具文化情怀的嘉宾。来自《安
徽商报》的胡竹峰先生，奋笔疾书，写就
了对汉函谷关和龙马负图寺的游历和
慨叹。

也有嘉宾对洛阳美食大为赞赏，大赞
牡丹燕菜。他们说，以前听说过周总理赞
颂“洛阳牡丹甲天下，菜里开出牡丹花”，真
可谓百闻不如一见。

陈桥生先生用典故“合浦叶”和两句
诗“传闻合浦叶，远向洛阳飞”“还将合浦
叶，俱向洛城飞”，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要
像合浦叶一样，一夜之间回到洛阳，这是
一种非常欣喜的心情。所以，他说，来洛
阳之前，“我心早已飞到了洛阳、洛城这样
一个地方”。

（冯莹雅 贾臻）

安徽省的皖东地区，是一块文化底蕴
丰厚而又满含着历史酸甜苦辣的土地。
由于处于江淮丘陵地带，从农耕角度看，

这里不如黄淮平原易于耕作，也不如江南
那般饭稻羹鱼；从历史角度看，这里经常
成为历史学家笔下的“边荒地带”，战争频
仍，狼烟四起，特别是南北朝及南宋时期，
这里成为拉锯战的战场，兵匪横行，民不
聊生。皖东地区长期成为物质与文化发
展的滞后地带。但这里又是一块人文底
蕴丰厚的热土，这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
璋的家乡，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
里，是欧阳修《醉翁亭记》所描绘的佳境，
更是中国改革开放象征地——小岗村所
在的地域。

定远县是皖东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定远县的蒋集镇虽然经济不发达、文化
不兴盛，却哺育了一个孤儿金兴安。数
十年后，这个金兴安知恩图报，拿出自己
的所有积蓄，建设了蒋集镇农家书屋，为
这里的文化建设带了个好头，方便了农

民尤其是农村孩子的阅读。金兴安的
“义举”与政府文化建设的构想不谋而
合，感动了无数热心人，感动了无数有责
任感的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蒋集
镇农家书屋已经建设成为藏书数万册的
文化阅读场所，为当地农民生产致富、当
地农民子弟展翅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知识动力。

这就是李朝全长篇报告文学《国家
书房》为我们展现的发生在皖东地区的
一个动人故事。《国家书房》全景式地描
述了在党和政府倡导“全民阅读”的大背
景下，以安徽省定远县蒋集镇农家书屋
为代表的安徽省农家书屋蓬勃发展的现
状，突出展现了以金兴安为代表的安徽
省农家书屋的奉献者的感人事迹，并在
此基点上延伸开去，宏观描绘了全国农
家书屋发展的现状。这本《国家书房》我

读了几遍，每读一遍，都会为书中人物所
感动；每读一遍，都会引发我对于“全民
阅读”的进一步思考。在国家大力推进

“全民阅读”的时代，这样的故事不仅仅
是传统意义上的知恩图报、回馈乡里，不
仅仅是朴素的耕读传家、个人奋斗，更折
射出中华民族在全社会层面上的一种文
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国家书房》由点而面，场景宏大，内
容厚实。作者曾十多次前往安徽及全国
各地，深入基层采访采风，收集了丰富的
第一手资料。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
思考，从而使这本书成为在深化改革的时
代大背景下，面对本应“富而知礼”却常见
精神困惑甚至道德滑坡的社会现状，为重
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而奏响的一支洪亮
的进行曲。

（据《人民日报》）

中原风读书会首次走出省会在洛举办

忙趁春光读好书
花香书香共芬芳

让乡野都有读书之声
——读长篇报告文学《国家书房》

许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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