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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上海牡丹的栽培日渐增多，其中法华乡（今长
宁区）牡丹最为繁盛，也被人称为“小洛阳”。同治辛亥末
年修的《上海县志》记载：“最盛于法华寺，品类极繁，甲于
东南，有‘小洛阳’之称。”

法华乡牡丹，始于明而盛于清，盛极一时。法华牡丹
从何而来？也传自洛阳！

史料记载，宋时，洛阳牡丹传向江南各地，一条路线是
经过徐州、盐城、常熟传到上海，一条路线是经过亳州、皖
中到杭州。《法华乡志·土产卷·牡丹专记》记载：“其初传自
洛阳，而接法则取单瓣芍药根，于八九月贴嫩芽，与洛阳不
同，宣植沙土，移他处则不荣，即邑中艺园亦必取法华土植
之，始得花而繁花终不及，故法华有‘小洛阳’之号。”

清代浙江人计楠在《牡丹谱》中记述了上海法华一带
用芍药嫁接牡丹、缸藏催芽等栽培方法和经验：“能以芍药
根接上品细种牡丹，愈接愈佳，百种幻化，其种易蕃，其色
更艳，遂冠一时。”法华人从洛阳引进牡丹后，也采用了洛
阳在芍药根上嫁接牡丹的方法，还根据上海为沙质土的条
件进行了改进，并采用“缸藏催芽”等方法，从而“百种幻
化”“遂冠一时”。

当时法华牡丹品种繁多。明时《法华乡志》记载：“牡
丹自宋以来，出洛阳而盛于吴下。前明上溴（上溴为法华
地名）曹仲明所著《牡丹谱》栽十五种奇品，时珍贵之。”清
时，《法华乡志·土产卷·牡丹专记》记述了牡丹名品 32
种，到清同治年间，法华已有牡丹百余种，黄岳渊、黄德邻

《花经》记载：“沪西法华乡徐家汇于同治年间亦栽有牡丹
一百余种。”

清乾隆、嘉庆年间，法华还有一处李氏溪园牡丹也十
分繁盛，人亦称“小洛阳”。《法华乡志·土产卷·牡丹专记》
载：“在乾嘉时，李氏溪园为尤盛，花开满畦，五色间出，每
本一花，大如盘盂，可值万钱。游赏者远近毕至，园主人必
张筵宴，邀请当道缙绅辈为雅集焉。”并记李钟潢有诗云：

“年年酹酒向花王，此地争传‘小洛阳’。”
法华牡丹不仅蜚声东南和华夏，而且引起了国外的兴

趣和关注。《花经》记载：“时有法人见此奇葩而输往法国，
加以科学之栽培，精密之管理，新种日多；后传至德，再由
德运日，栽培法亦日新月异，奇种乃逐年增加。”

这位把上海法华牡丹引回国的法国人叫阿尔芒·戴
维。1862 年，36 岁的戴维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传
教。在此期间，他四处搜寻新奇的动植物，这时他听说了
一种法国没有的奇花牡丹，立即四处寻觅，后来终于在法
华寺看到了中国奇艳绝丽的牡丹，他立即把牡丹的种子引
回了法国。

北宋以后，我国还有许多传承洛阳牡丹的地方被称为
“小洛阳”“小西京”，如广西的灌阳、思恩等地。明修《广西
通志》记载：“牡丹出灵州、灌阳，灌阳牡丹有高一丈者，其
地名‘小洛阳’。”《思恩县志》载：“思恩牡丹出洛阳，民宅多
植，高数丈，与京花相艳，其地名‘小洛阳’。”此外，民间称
谓“小洛阳”的地方还有很多，不再详述。

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
对花无语花应恨，直恐明年花不开。
——北宋·苏轼《吉祥寺花将落而陈述古期不至》
吉祥寺牡丹在当时的名气很大，苏轼也不止一次

到那里观赏牡丹。这一次，苏轼又约了陈述古前去共
同观赏。陈述古是苏轼非常要好的诗友，两人常有诗
词唱和，如苏轼曾写过《答陈述古二首》。然而，此次相
约吉祥寺赏牡丹，陈述古竟期而未至，实在遗憾。

“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意思是，今
年的牡丹花开得格外好，那是因为东风巧剪的结果。
诗人以拟人的手法，赋予大自然生命，牡丹如妙龄女郎
一般，在东风的剪裁、装扮下显得更加靓丽、婀娜多姿，
她正含情脉脉地等着使君的到来。“使君”即指陈述古，
因他曾做过知州，故可尊称为使君。“只待”二字表现出
盼望的情深和等待的急切。

然而，越是情深，越是急切，则盼而不到、期而未至
的幽怨也会更加浓烈。所以，“对花无语花应恨”就顺
理成章了。今年的花将凋落，而明年的花一旦生气起
来，闭而不开，那将如何是好？因而才有了“直恐明年
花不开”的担心。诗人继续使用拟人手法，将牡丹比作

多情而敏感的少女，等待有情人前来约会。有情
人期而未到，失望之余由爱生恨，恐怕她会

使些性子来吧。
陈述古当天就读到了

苏轼的这首诗，激动不已，
第二天就与苏轼同

游了吉祥寺。
苏 轼 在

赏花之时，即以原韵又赋诗一首：
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
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
——北宋·苏轼《述古闻之明日即来坐上复用前韵

同赋》
这首诗与前诗关系紧密，却又翻出新意。“仙衣不

用剪刀裁”，既为仙衣，岂用剪刀？那是自然天成的事
情。“国色初酣卯酒来”，是诗人从唐人李正封的著名诗
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中演化而来的。花色乃
国色，该怎样形容呢？用酣酒之色。一位少女，在一天
中颜色最美的清晨，再喝下一杯美酒，两颊泛红，那自
是人间最好看的颜色了。“卯酒”，卯时之酒。卯时是清
晨5时至7时，正是“一日之计”的关键时段。这句诗以
拟人手法写牡丹花的色彩之美。

“太守问花花有语”，是对前诗中“对花无语花应
恨”的翻新。太守是指诗人自己，以自己的官衔和职
称称自己，古已有之。上次“对花无语”，这次“太守
问花”，而且“花有语”，实现了人与花的沟通交流。
那么，花怎么回答呢？“为君零落为君开。”这里的

“君”既指诗人苏轼，也指同游的陈述古。在牡
丹看来，赏我知我者，即为我的知音、知
己，为知音、知己而开而落，而生而
死，可谓忠贞与深情。由此，也
猜得出“太守问花”的内容，
必是求证了“直恐明年
花不开”的
担心。

（沐冉）

——牡丹名品洛阳红

谁人不爱
四川彭州，牡丹连畛相望，素有“小洛

阳”之称。
陆游在其所著《天彭牡丹谱》中说：

“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
第一。”天彭即彭州，境内有彭门山，山有
对峙如门的两山，名曰天彭，故天彭乃彭
州的代称。彭州还有一代称：彭门。《成都
记》云：“彭门牡丹在蜀为第一，洛阳花最
盛，独彭门有‘小洛阳’之称。”

相传，天彭牡丹的栽培始于唐代。《天
彭牡丹谱》载：“土人云：曩时永宁院有僧，
种花最盛，俗谓之牡丹院。春时赏花者多
集于此。其后花稍衰，人亦不复至。”永宁
院是彭州丹景山上金华寺中的一院，“永
宁院有僧”的“僧”是指唐代的寺僧金头
陀。金头陀在永宁院引种牡丹，自成一
景，引来众人赏花，其景甚盛。

宋代，天彭牡丹得到重振和蓬勃发
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洛阳牡丹的大
量传入。《天彭牡丹谱》载：“崇宁中，州
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石子滩杨
氏皆尝买洛中新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
人间，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业。大家
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
遂冠两川。”就是说，宋徽宗的崇宁（公
元 1102 年—公元 1106 年）和宣和（公元
1119 年—公元 1125 年）年间，许多州民
都去洛阳买新异牡丹以归，从此洛花散
于天彭。他们皆以种花为业，其中财力
雄厚的大家，竭其财力养花，天彭牡丹遂
冠两川。

到了南宋，天彭牡丹更盛。《天彭牡丹
谱》记：“今惟三并李氏、刘村母氏、城中苏
氏、城西李氏花特盛，又有余力治馆舍，以
故最得名。至花户连畛相望，莫得其姓氏
也。天彭三邑皆有花，惟城西沙桥上下花
尤超绝。大抵花品至百种，然著者不过四
十，而红花最多。”花户不仅开园植牡丹，
而且在园中建亭台楼馆以供赏花。此时
天彭三邑皆有花，花户连畛相望，不知其
姓氏，而且花有百种之多，可见其盛。

彭州人不仅引进了洛阳的各色牡丹，
而且传承和创新了牡丹的栽培方法。据

《茅亭客话》载，彭州人栽培牡丹很有方
法：牡丹结子者，可种则种，不可种者则以
洛京的千叶京花嫁接在彭州的单瓣川花
之上，孰种孰接，各择其宜，所以才不断有

“新特问出”。可见引自洛京的千叶牡丹
对天彭牡丹的嫁接繁衍起了重要作用。
天彭人养花爱花成俗，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而且种花多为谋利，牡丹已进入市
场。《天彭牡丹谱》云：“惟花户则多植花以
谋利，双头红初出时，一本花量直至三十
千。祥云初出，亦值七八千，今尚两千。”

宋代，彭州的赏花之风极盛，这也是
受到了洛阳赏花习俗影响的缘故。《天彭
牡丹谱》云：“天彭号小西京，以其俗好
花，有京洛之遗风。大家至千本，花时自
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处，张饮幕，车马
歌吹相属，最盛于清明、寒食时。”上述可
以看出，天彭的赏花之俗与洛阳的赏花
之俗，极其相似，天彭赏花“有京洛之遗
风”并非妄谈。

陆游在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处任幕僚
时，客居成都六年，时时赏天彭牡丹。他
记述自己一次赏花的情景说：“夜赏西楼
下，烛焰与花相映，影摇酒中，繁丽动人。
嗟呼！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
已如此。”夜赏牡丹，要宴饮歌舞，把火秉
烛，燃放焰花，这也是洛阳赏花之俗。陆
游于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回山阴老
家，仍怀念天彭牡丹。他在《天彭牡丹之
盛有载》中写道：“常记天彭送牡丹，祥云
径尺照金盘。岂知身老农桑野，一朵妖红
梦里看。”

甘肃临夏（古称枹罕、河州、导河），是我国野生牡丹的
重要原生地，这里的牡丹植株高大，色艳味香，耐旱抗寒，
生命力极强。经过人工栽培的临夏牡丹更加艳丽繁盛，蜚
声西北，因此有“抱罕花似‘小洛阳’”之说。

甘肃牡丹以临夏为盛。临夏地处黄河上游，甘肃中部
之西南，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唐蕃古道之重镇，也是明代
茶马互市的重要集镇。这里生活着汉族、东乡族、保安族、
撒拉族、土族、藏族等22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

早在800多年前，临夏已经有了牡丹的人工栽培。明
嘉靖癸亥（公元1563年）的《河州志》已有牡丹的记载，而
且品种很多，其中“姚黄”“魏紫”“朱砂红”等来自洛阳。所
以临洮诗人吴镇说：“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

吴镇，祖籍甘肃会宁（今甘肃临洮）。清乾隆三十三年
（公元1768年）中举，曾任湖南沅州知府等职。吴镇十分
热爱家乡的牡丹，他在诗中说：“牡丹真富贵，狄道堪称
雄。绝艳生天末，芳华比洛中。”他常把家乡牡丹与洛阳牡
丹相提并论。年轻时，吴镇曾观赏过临夏牡丹，留下了终
生难忘的印象。晚年结束官宦生涯回到故乡后，与友人陈
子盎谈起了临夏牡丹的盛况，又想起当年观赏临夏牡丹的
情景，写了一首《陈子盎谈河州牡丹之盛怅然有作》：“牡丹
随处有，胜绝是河州。及尔谈今昔，令予感旧游。风清和
政驿，月满镇边楼。只恐重来此，名花笑白头。”诗中和政
驿即今甘肃和政县，镇边楼在今临夏县城北。他说如果今
天再去临夏看花，恐怕牡丹要笑自己已经白头了。

但是，吴镇还是禁不住想看看今日临夏的牡丹，日日
夜夜的思念终于驱使他来到临夏的骆家花园，园中牡丹让

他惊诧不已，这不就是一个“小洛阳”吗？于是他又写下了
一首《观骆氏园牡丹》：“枹罕花似‘小洛阳’，金城得此讵寻
常。但能醇酒千壶醉，安用雕栏八宝装。大帅雄风传北
胜，美人国色在西方。竹间水际今犹昔，岂独声华重李
唐。”吴镇说，临夏牡丹美得让人着迷，它胜过千壶美酒，也
不必用八宝栏来装饰就已经非常壮观。想当年，大帅雄风
传洛阳牡丹之盛；而今天，倾国倾城的美人不就在河州
吗？这里的大帅为清代对总督的称呼。北胜，指洛阳牡
丹，其典故出自《清异录》。

《清异寻》记载：南汉地狭力贫，却傲视四方，每见北人
就夸耀自己的强盛。世宗时遣使入岭南，他们给使者送了
一束茉莉花，并说这是“小南强”。及至看到洛阳牡丹时，
则大为惊骇，有人告诉他们此花名为“大北胜”。诗说，是
当年的大帅（四川总督）把北胜（洛阳牡丹）传到了临夏。
晋人称“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今日
的河州牡丹也胜过当年的李唐王朝，所以今日的美人在西
方。吴镇的诗证明，是当年的四川总督把洛阳牡丹传到了
临夏，这是临夏牡丹所以繁丽的原因。

临夏人喜爱牡丹，所以也爱唱“花儿”。花儿即牡丹，
在我国甘肃、宁夏、青海有广泛的流传。临夏被确认是花
儿的发源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它“花儿之乡”的
称号。

枹罕花似“小洛阳”

尝买洛中新花以归
四川彭州1

甘肃临夏2

引植洛花幻出百种上海法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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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乱世，洛阳红并未在洛阳失传。在明代时，洛阳
红、洛阳春从洛阳传到亳州、曹州，当地人又称其为紫二乔、
粉二乔。

洛阳红生长势强，成花率高，萌蘖枝多；性喜温暖、凉
爽、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喜阳光，也耐半阴，耐寒，耐干
旱，耐弱碱。同时，分株繁殖、扦插繁殖、种子繁殖都可以，
其根皮可以入药，花朵硕大美观。因此，在清代、民国时，洛
阳红种植广泛。

清代、民国时，洛阳南部东到李家楼，西到西场，牡丹花
园众多，都种有洛阳红。当时，各花园都给洛阳红又起了不
少别名，如关公面、大红袍、紫绒等。其中，西场王家花园种
的洛阳红最多。王家花园种植牡丹的技术十分高超，并且

掌握了牡丹的催花技术。
洛阳牡丹专家王高潮介绍，1954年以后，洛阳新建的公

园中，都大量种植了洛阳红。目前，在洛阳牡丹公园中，有
一株120多岁的洛阳红，株高近3米，冠幅近4米，每年能开
300朵花，花期1个月。王城公园有树龄60年以上的洛阳
红近万株，每年每株都开出200多朵色泽艳丽的花。

1982 年后，洛阳街心花园开始种牡丹，品种多是洛阳
红。2000年，洛阳从垫江县太平镇又引进了一批洛阳红。
这批洛阳红，与洛阳传承的洛阳红花朵形状、颜色一样，但
根部颜色有些区别。

洛阳红适合盆栽，是催化牡丹的首选品种，也是
牡丹鲜切花的首选品种。

洛阳红，俗称焦骨牡丹。相传一年
冬天，女皇武则天在皇宫中饮酒赏雪，忽
发奇想，挥笔写下一首诗，命令百花在一
夜之间全部开放。那诗写道：“明朝游上
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
吹。”百花领旨相继开放，独牡丹不遵。
武则天大怒，遂命纵火烧之，并将烧焦之
牡丹弃于洛阳邙山沟壑中。那些被烧焦
的牡丹得洛阳邙山水土滋润，居然重
生。人们欣赏此花有傲骨，称其为花中
君子洛阳红。

这个传说来自武则天贬牡丹的野史
小说。北宋高承《事物纪原》说：“武后冬
日游上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于
洛阳，故言牡丹者，以西洛为魁首。”明代
小说家冯梦龙的小说《醒世恒言·灌园叟
晚遇仙女》，就据此进行了演绎。清代小
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中也再度演绎，
说武则天下令将上林苑的4000株牡丹尽
炙烧，又令将烧后的牡丹连根贬到洛阳。
这些牡丹在洛阳生根开花，就是洛阳红。

事实上，武则天做皇帝时，以洛阳为
神都，并未居住在长安，因此“武则天贬
牡丹”这个传说是极其荒谬的。武则天
很喜欢牡丹，她曾命人把西河众香寺的
一品牡丹移到神都苑。

神都苑就是隋朝的西苑，在洛阳西
部，方圆二百里，在隋朝时就广种牡丹，
到武则天时，神都苑的牡丹更盛。武则
天一生不饮用南茶，只饮用神都苑的牡
丹做成的花茶，她说南茶“释滞消壅，一
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
大”。《唐后行从图》出自唐朝宫廷画家张
萱之笔，描写武则天出行的场面。武则
天高傲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前呼后拥的
出行场面里，更显雍容华贵的气派，大臣

在前面，执伞的官员在左右，要职官
员在左右或居后，还有一个手捧

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这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女皇品花茶的
场景。

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西苑种下了第一批牡丹，
有一种单叶（瓣）红牡丹来自邙山。这种野生红牡丹在洛阳
有广泛的分布。今邙山西端的荆紫山还有这种野牡丹。

荆紫山野牡丹，在清代《黛眉山遗稿》中，被列入渑北八
景之一，名为阆苑牡丹。民国《新安县志·山川》载：“荆紫
山，《山海经》所称敖岸山者也，在县西北一百一十四里。顶
有玉皇阁。天将雨，浓云四起，覆山及半，须臾如注。其阴
有银矿，明时经人开采。有松生崖壁间，其阳有野生牡丹，
单叶，清乾隆间邑人孟子容题有《荆紫山野牡丹》诗。”

荆紫山野牡丹，株型较高，直立。花为单叶红色，有光
泽，黄蕊。花梗较长而硬，花朵直上。现在种植的洛阳红，
为千叶红花，花朵大，但花色、花蕊与荆紫山野牡丹相同。
这说明，两者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这种野牡丹种植在西苑后，从单叶变为千叶，花朵变
大，呈蔷薇形，被隋炀帝命名为颤风娇，这是隋朝西苑最早
培育的牡丹品种，是牡丹众品中脱颖而出的第一个花王。
明朝时编的《朝鲜史略》卷二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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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朝末年的战乱中，神都苑遭到破坏，这里种的颤
风娇等牡丹传到民间，被称为朱砂红，又被称为洛阳红。

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
记》说，洛阳有一个花师，
人称门园子，在崇德寺前
建有花圃，专门种植朱砂
红。门园子种植的朱砂红
变 异 出 一 种 新 品 ，为 粉 红
色，命名为洛阳春。

北宋灭亡后，大批洛阳民
众移民到巴蜀，把牡丹引入西南
地区。南宋陆游的《天彭牡丹谱》
中，有洛阳春的记载。今重庆市垫
江县太平镇，是洛阳东郊太平庄移
民的聚居区。从南宋起，这里大量种植
洛阳红。

南宋时，洛阳红已名扬天下。南宋刘辰翁的
《虞美人》写道：“娟娟二八清明了。犹说淮阳早。钱欧
陆谱遍花光。红到寿阳，也不说淮阳。此花地望元非薄。
回首伤流落。洛阳闲岁断春风。怎不当时道是，洛阳红。”
意思是，淮阳红到清明才开花，人们还称其开花早。遍看牡
丹花谱，都说到寿阳红，没说到淮阳红。此花来自已经被金
人占领的北方，怎不让人伤心。自从胡虏入洛阳，洛阳已不
见春风。这种花，为什么不也叫洛阳红呢？

女皇未曾贬牡丹

洛阳开遍洛阳红

“一幅烟云焕彩霞，奇妍谱出日光华。”这是民国时洛阳大儒高祐描述洛阳红
的名句。洛阳红是洛阳种植最普遍的牡丹品种。关于洛阳红，有很多传说。那
么，这种牡丹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培育出来的？又是如何传承的呢？

西苑传出洛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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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贞富

莫恐明年花不开
为君零落为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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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
人皆若狂。”第36届中国洛阳
牡丹文化节开幕，洛阳城里花开
正艳，让我们跟随盛开的牡丹，
去看看全国有哪些地方因引洛
阳牡丹广种遍植而被称为“小洛
阳”，牡丹名品洛阳红有哪些传
说，苏轼与诗友陈述古相约赏牡
丹有何诗词唱和。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