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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人 与 牡 丹 系 列

女皇赏花图 聂剑帆 画

武
则 天 一

生，对牡丹钟
爱 有 加 。 她 把

家乡牡丹的优良品
种移植东都西苑，为

牡丹优良品种的种植和
推广作出了重要贡献。此

外，她还爱吃牡丹饼，爱喝牡
丹花茶。牡丹文化节期间来洛

游玩，一赏国色天香的同时，不
妨抽空尝一尝牡丹饼，品一品牡丹

花茶，感受地地道道的洛阳味道。
牡丹饼出现在唐代，初采用新小

麦粉及新鲜的牡丹花瓣和面做皮，以牡
丹花蕊及时鲜果肉为馅，做成盛开的牡

丹状，可以想象是何等鲜香诱人。唐代诗
人杜牧在《月夜西苑会友人》诗中曾云：“素

月牵下银河水，明烛布上玛瑙台。牡丹不随
东君意，成饼只送美人怀。”成饼即牡丹饼。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宗病重，太子李
治入侍，与武媚娘邂逅。李治常常把御厨给太
宗做的牡丹饼悄悄拿给媚娘品尝，这牡丹饼让
俩人撞出了火花。这就是杜牧在诗中说的“成
饼只送美人怀”。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驾崩，李治
继位，是为高宗。按照惯例，太宗昔日嫔妃全部要
去感业寺当尼姑，武媚娘不得不与李治分别。感

业寺中，武媚娘度日如年，花开时节，她便收集牡
丹花瓣，加入大豆、枣肉等制作牡丹饼，以慰藉心
灵。后高宗到感业寺进香，武媚娘被打发到后厨，
不得与高宗相见。她急中生智，做了一个牡丹饼
奉给皇上以传心意。果然，朝思暮想的两个人，就
这样因牡丹饼续上了前缘。不久，武媚娘还宫，被
立为皇后，高宗称天皇，她称天后。由是，唐代李
商隐曾在诗中写道：“牡丹成饼何人事，传情媚娘
运复来。素饼本无覆天意，机缘才是人心阶。”

武则天取代李唐执政后，长期在洛阳上阳宫
中号令天下，留下不少有关牡丹的佳话。牡丹花
开时节，她常令御厨采集牡丹花瓣、花蕊制成精美
的牡丹饼，除了自己品尝，还赐给重臣近侍。后
来，这种甜点制作工艺传至民间，由洛阳至全国，
由唐代至后代，甚至漂洋过海至日本。当代，经过
千余年的传承和发展，洛阳人重新发掘了唐代牡
丹饼并让它完美复出，走入市场，使牡丹饼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喜爱。

除了牡丹饼，游洛阳还可以尝尝牡丹燕菜。
牡丹燕菜是洛阳水席中的第一道菜，相传牡丹燕
菜跟武则天也有关系。武则天居洛阳时，东关一
块菜地里，长出一个几十斤的大萝卜，菜农认为是
神奇之物，献给女皇武则天。御厨把它切成丝拌
粉清蒸，配以鲜味汤汁，女皇吃后，甚感其味异常
鲜美，大有燕窝风味，赐名“燕菜”。自此之后，王
公大臣设宴，莫不备办此菜。后传入民间，不断改
进，大家亦称其为“洛阳燕菜”。1973年，周总理来
洛品尝过燕菜后，风趣地说，洛阳牡丹甲天下，菜
中开出牡丹花，看来可称“牡丹燕菜”了。从此，

“洛阳燕菜”改称“牡丹燕菜”，誉满中外。
洛阳茶文化源远流长，牡丹入茶始于唐。隋

唐时期有位医学家杨上善，十分重视牡丹的药用
价值。相传武则天有一段时间郁郁寡欢，一病不
起，杨上善用牡丹根皮熬制汤剂，辅以牡丹花茶，
让武则天日常饮用。坚持服用后，武则天身体日
益好转。后来杨上善系统总结了牡丹花茶的制
法，创制了牡丹全花茶。武则天也将牡丹全花茶
作为保健饮料坚持饮用。到了唐朝中后期，陆羽
的《茶经》面世后，牡丹全花茶等也逐渐流传开
来。如今来洛阳，四季都可以品到牡丹花茶，入口
留香、沁人心脾。

历史更迭，芬芳传承。如今，国色天香不只开
在田野里、香在花圃内，还开在宴席上、点心里、花
茶里、油料里、画作上、瓷器上、丝绸上、剪纸上、文
创上……更多国色天香的“芬芳”静待您来品鉴。

在隋炀帝时期，牡丹入洛阳西苑，标志着中国牡丹由
野生阶段过渡到园林种植时期。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
中说：“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牡丹之所以自此

“始盛”，是因为她又一次获得了皇帝的赏识和礼遇。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yuē）家族，祖上是北魏贵族。
隋朝大业十一年（公元 615 年），唐国公李渊到山西任职
后，武士彟成为李渊的幕僚。

唐朝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武士彟丧偶。第二年，
唐军攻克洛阳，武士彟娶隋朝贵族杨达之女杨氏。杨达
的住宅在洛阳教义里。有一种说法是，武德七年（公元
624年），武则天出生于教义里。教义里的位置在洛龙区
新村西，现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内。其母亲杨氏去世后，
武则天曾在教义里建造太原寺纪念。

武则天本名叫什么？有多种说法。清朝张象山《乡
村志异》卷二说：“人传武后本名多矣，皆讹传也。武后本
名牡丹，牡丹别名媚娘也。故太宗赐其媚娘之雅名也。”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十一月，唐太宗听说武牡丹
有才貌，便将她纳入宫中，封为五品才人，赐名“武媚”。

当时，太宗有名马狮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武氏侍
候在侧，对太宗说：“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
楇（guō），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
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武氏之志。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被废，晋王李
治被立为太子。此后，在侍奉太宗之际，武才人和李治相
识并产生爱慕之心。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武才人依
唐后宫之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
651年）五月，武氏再度入宫，不久，成为皇后。

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闰正月，唐高宗与武则
天率满朝文武来到洛阳。当年十二月，大唐帝国正式迁
都洛阳，称洛阳为东都。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十月，唐
高宗患风眩病，百司奏事请武则天裁决。武则天生性刚
强，机智明敏，涉猎文史，处事都称皇帝之意，从此委以政
事，权力与皇帝相等。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唐高
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从此，武则天在国内外威望更
加提高，外国使臣都共称唐高宗、武则天为“二圣”。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高宗驾崩。次年，武
则天废中宗李显，开始临朝称制，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天
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于神都，国号周。神龙
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下诏退位，唐中宗李显复
辟，改神都为东都。

在此近五十年间，唐高宗、武则天对洛阳进行了大规
模城市建设，特别是对西苑进行了扩建。西苑广种花木，
特别是引进了一批牡丹新品种，这在舒元舆《牡丹赋》的序
中作了记述。舒元舆，婺州东阳（今浙江金华市）人，是唐
文宗时的宰相，著名诗人。

《牡丹赋》的序说：“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
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
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武则天皇后
的家乡（其父亲的老家）西河，有很多僧、道居住的房屋，那
里低洼的地方有牡丹，它的花特别杰出。武则天皇后感叹
上林苑中缺少牡丹，便命人将这些牡丹移栽入上林
苑。从此京城洛阳的牡丹便一天天兴盛起来。

这里的西河，指今山西汾河一带。上
苑，就是上林苑，即西苑、神都苑。

该序接着说，西河牡丹入上苑
后，从宫中到官府衙署，向外发展
到士大夫及百姓家里，处处都
广为栽植，多得像长江、黄
河、淮河、济水四条大河
流向大海的水，不知到
何处停止。每到暮
春时分，游览、观
赏牡丹的人如痴
如狂，成为国
都洛阳的一
大盛事。

舒 元
舆 是 为
牡丹作

赋的第一人。后世将牡丹推为国色天香、花中之魁，此赋
功不可没。此赋以拟人手法，频频采用排比句式，极尽铺
陈渲染之能事，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角度，将牡丹的形色
神韵摹写得淋漓尽致。

该赋先写牡丹集大自然之精华，具出类拔萃之美：“英
之甚红，钟乎牡丹。拔类迈伦，国香欺兰。”再写牡丹从含
苞到盛开的情景：“暮春气极，绿苞如珠”，“淑色披开，照
曜（yào）酷烈。美肤腻体，万状皆绝”。接着，用拟人手法
写牡丹的形和色，连用十八个排比句，如“向者如迎，背者
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将牡丹
写得情态万千、栩栩如生；继而连用十二个排比句，如“或
带风如吟，或泣露如悲”，“或迎风拥砌，或照影临池”，将牡
丹写成情切切、意绵绵的解语之花。

该赋还写了“公室侯家”和“九衢游人”观赏牡丹的
盛况。最后连用八个排比句写牡丹艳压群芳：“玫瑰羞
死，芍药自失，天桃敛迹，辕李惭出，踯躅宵
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
薇屈膝。”

牡丹仙子
下凡来

洛阳牡丹繁盛于唐朝，与武则天对
牡丹的推崇密不可分。比如，武则天一
生不饮用南茶，只饮用牡丹花茶，她说
南茶“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
精，终身之害斯大”。

关于武则天与牡丹，当代洛阳著名
历史学家、文学家陈耀文老师有一首

《神都天香》的诗写道：“濯濯盛唐，伟哉
女皇。穆穆圣心，泽被八荒。丝路绵
延，运河通畅。神都御苑，亲植天香。
湖光山色，花飞禽翔。朝野欣欣，祈福
穰穰。岁岁花开，伊洛传芳。国花倩
影，妙手显彰。巍巍中华，被泽无疆。”

宋代民族英雄李纲在《梁溪集》卷
三中说：“洛阳牡丹，百卉之王。鹤白呈
红，魏紫姚黄，嫣然国色，郁乎天香。”
传说中有专司牡丹的牡丹仙子，传说
牡丹仙子是洛神宓妃。陈耀文老师还
写过一部《牡丹仙子研究》的专著，在这
部书中，他利用古代文献，讲述了下面
的故事。

洛水之神，孕育了最富贵的牡丹，
牡丹之美就是宓妃之美。唐代诗人徐
凝的《赏牡丹》诗云：“何人不爱牡丹花，
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
娇万态破朝霞。”诗人说，洛阳牡丹是宓
妃亲自设计和创造的伟大作品，因为美
丽香艳的牡丹，就是宓妃本人的化身。

牡丹仙子在武则天时代被玉帝第
一次贬到人间，此传说流传很早。清代
小说《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曾做过洛
阳县丞，他对这个古老传说作了演绎。
武则天称帝之后，于寒冬下令“百花齐
放”，众花神不敢违背女皇旨意，先后绽
放。天帝以百花仙子错乱阴阳，“呈艳
于非时之候，献媚于世主之前”，将百位
花仙谪降凡尘，需遍历海外，遭险逢难，
方可完劫。

牡丹仙子被贬后转世为女儿国国
王阴识的女儿阴若花。女儿国处中土
万里之外的孤岛之上，但这个孤悬海外
的女儿国并非世外桃源，这里不断上演
宫闱政变、手足相残的悲剧。阴若花生
活的环境更是风刀霜剑、处处陷阱，经
历了九死一生。

阴若花天生聪慧又勤奋好学，成为
女儿国的博学鸿儒。阴若花结识了出
海经商的中土人氏林之洋夫妇，并在其
返航时，与他们一起离开了女儿国。到
了大周神都洛阳后，恰逢武则天开科取
女进士，她与林婉如、唐闺臣、枝兰音等
才女一起中了试，列第十二名“女中
魁”。后因女儿国国王在经历了次子之
乱之后，日夜思念女儿阴若花，遂遣国
舅赴洛阳劝若花重归故里。此时武则
天才知其身世，钦封其为“文艳王”，阴
若花也终归故里。她修成正果后，再次
成仙。

女皇本名叫牡丹

汾河牡丹入洛阳

天香芬芳续千年
□萧语

“古墓”内“运河”上
重重“谜案”等您来破

作为今年牡丹文化节的重头戏，全国首个历史人文
类博物馆夜宿项目“博物馆奇妙夜”日前推出后备受关
注。该项目由洛阳市文物局、洛阳古都研学旅行发展有
限公司等联合推出，将先后在洛阳古墓博物馆、隋唐大运
河文化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四座

“网红”博物馆，通过四段穿越时空的演出，讲述百余件文
物的故事，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洛阳厚重的历史文化。
活动持续至5月2日，如果您感兴趣，可通过“古都研学”
小程序进行报名预约。

洛阳古墓博物馆《古墓探秘》

●玩法：沉浸式戏剧＋中国传统游戏
●单场参与人数：50人
●时间：5月2日
●故事简介：一群游客来到洛阳古墓博物馆参观，为了

让大家有更好的参观体验，博物馆专门开发了一款“时空回溯
仪器”，让大家可以看到千年前的景象。然而，就在讲解员带领
大家进入展厅的时候，意外出现了！“时空回溯仪器”出现重大
故障，大家掉进了历史与现实交界之处的时空裂隙中。讲解
员告诉大家，只要使用“时空回溯仪器”的升级版功能“历史波
动转换”，就可以让墓主人活过来与大家对话，这些长眠于此的
古人或许能够告诉大家解决当下危局的办法……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运河谜踪》

●玩法：沉浸式戏剧＋多角色商贸交易
●单场参与人数：50人
●时间：4月14日
●故事简介：随着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华夏大地形成

了连接南北的庞大水运网络。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洛
阳一时间商旅云集、舻舳千里，天下舟船皆至。万里碧浪
间，商贸日益繁华，也滋生了漕帮、盐商等一众势力，他们为
了利益明争暗夺。于是，朝廷设都水监，置都水使者二员，
分别管理运河事务，一场碧波之上的故事就此展开……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夏都奇谭》

●玩法：沉浸式戏剧＋研学主题课程
●单场参与人数：50人
●时间：4月15日
●故事简介：据说在闭馆后入夜时分，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中会传来青铜碰撞之音，馆中也会有奇奇怪怪的
影子四处游荡。今天，一群游客有幸留宿馆中，大家发现，
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透过时间的缝隙，逐渐包围整个场
馆。伴随着一阵阵越来越近的青铜碰撞声，这里的一切似
乎不再沉默，神秘的“它”似乎正渐渐苏醒……

洛阳博物馆《神秘客——文物守护计划》

●玩法：文物拟人演艺＋剧本推理游戏
●单场参与人数：50人
●时间：4月29日、4月30日、5月1日
●故事简介：一群游客结束了在洛阳博物馆一天的参

观，广播却提醒在晚上7点还有一场特展将拉开帷幕。正
在游客们翘首以盼之时，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幕布下的展
柜里竟然是空的！博物馆文物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馆长
紧急通知将博物馆大门封闭，人群被集中到数字馆内。四
周的灯突然熄灭，一道光芒闪过，舞台上却出现了神奇的景
象，也为大家带来了平行世界的秘密……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见习记者 李晓楠

□
郑
贞
富

武
则
天
与
牡
丹

“何人不爱牡丹花，

占断城中好物华。”牡丹

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

香浓郁，素有“国色天香”

“花中之王”的美称，历来

是繁荣、吉祥、富贵的象

征，一直备受人们喜爱和

推崇。在跨越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留下了许多名

人与牡丹的佳话，这些故

事逐渐融入河洛文化，丰

富着牡丹的美好意象，寄

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期望与愿望。今起，本报

推出名人与牡丹系列文

章，择取几位历史名人与

牡丹的故事，带您一起品

读牡丹穿越千年的芬

芳。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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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天香国色天香 洛报融媒记者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张光辉 摄摄

花开正艳花开正艳
洛报融媒记者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张光辉 摄摄

宣
传
图
片

宣
传
图
片

（（
主
办
单
位
供
图

主
办
单
位
供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