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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见习记者 李晓楠）
近日，由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明办、河南省委网信办
联合开展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优秀展览推介名单揭晓，洛阳3个展览榜上
有名，占全省入选展览总数的1/3。

入选展览

●“其宁惟永——北魏洛阳永宁寺特展”

展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洛阳博物馆联
合举办，首次大规模展出与北魏洛阳永宁寺相关的考古
成果220 件（组），其中永宁寺遗址出土的文物170 余件
（组），包括泥塑造像近130件。展览将南京、大同、朝阳
及韩国同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进行对比展示，同时运用
数字影音、3D打印等科技手段，全方位呈现北魏洛阳城
的历史、艺术与文化。

●“镜像——家风家训专题展”

展览由洛阳民俗博物馆举办，围绕家风家训主题，通
过造型展板、多媒体等多种方式，集中展示洛阳民俗博物
馆的馆藏匾额，挖掘阐释传统匾额文化中蕴含的优秀家
风故事和思想精华，并结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
命先烈的红色家风、当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家风故事，集中
展示中国优秀的家风家训文化。

●“复位合璧 华光再现——龙门石窟流散文物数据
聚合成果专题展”

展览由龙门石窟研究院主办，聚焦龙门石窟海内外
流散文物，首次系统呈现近年来龙门石窟研究院运用三
维数字技术，通过数据聚合的方式，实现流散文物“身首
合一，数字复位”的数字化成果。其详细展示了进入新时
代以来，龙门石窟流散文物“数字化回归”的创新性方式，
以及“友好合作、多轨并一、数据聚合、成果共享”的流散
文物保护利用“龙门模式”。此外，展览还首次将虚拟复
原研究项目《文昭皇后礼佛图》背后严谨复杂的修复历程
向公众进行深入解读。

目前，“其宁惟永——北魏洛阳永宁寺特展”“复位合
璧 华光再现——龙门石窟流散文物数据聚合成果专题
展”仍在洛阳博物馆展出，如果您感兴趣，可前往参观。

我市3个展览
入选省优秀展览推介名单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见习记者 李晓楠）
日前，记者从洛阳博物馆获悉，该博物馆文创跨界联
动再次推出新产品。自即日起至 5 月底，洛阳博物馆
将携手《天天爱消除》，打造“梦回盛唐 遍览洛阳”系
列主题活动，带领玩家在游戏中感受洛阳悠久历史文
化的魅力。

游戏玩家打开洛阳博物馆联动版《天天爱消除》，即
可通过“博物启蒙”板块“云参观”洛阳博物馆主题藏品，
听藏品讲述从石器时代到隋唐神都时期洛阳城变迁的故
事。同时，玩家可在游戏内获得由同程旅行提供的洛阳
景点免费门票兑换券，体验系列文创互动，解锁层出不穷
的新玩法。

洛阳“汉服热”席卷全网，作为穿汉服时“凹造型”
的最佳配件，团扇也被融入游戏。玩家可通过主线关
卡获取穗子，亲手“制作”不同样式的团扇，并点亮对应
图鉴，不仅可以了解团扇制作流程，也能进一步感受国
潮魅力。

此外，玩家可以组队闯关点亮“洛阳游记”拼图，所有
拼图点亮后可解锁一篇游记，各种游戏道具隐藏其中，最
高还可获得稀有的“月亮宠”。修复唐三彩、游览牡丹园、
赏洛阳宫灯、品洛阳水席……这些洛阳传统文化活动与
热门景点都可以在游戏中找到对应的场景。

活动期间，《天天爱消除》与同程旅行上线深度合作，
大家参与主题H5互动，就能和同程旅行一起穿越到千
年前的大唐，获得解锁免费游洛阳的钥匙，身临其境赏洛
阳美景、品洛阳美食、读洛阳历史。

该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大IP的联动，是
地方历史文化和游戏的双向奔赴，期待通过数字技术为
历史文化添彩，让“新文创”带领年轻人领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博物馆＋游戏”
洛阳文创跨界联动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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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是残春际，赏多望雨时。几
曾开席对，偏觉伴愁宜。例惹晴绵
妒，谁将锦幕披。花神容借问，富贵
竟胡为。”这是乾隆皇帝弘历咏牡丹
的诗句。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牡丹，他
写了68首关于牡丹的诗。他曾洛阳
问花，也曾画过牡丹。

乾隆皇帝崇尚风雅，精于骑射，
曾先后多次出巡，遍游名城，笔墨留
于大江南北。其中，乾隆十五年（公
元 1750 年）南巡洛阳，是他一次重
要的巡游活动。

当年八月，乾隆皇帝下诏，将与
皇太后、皇后及文武大臣南巡。次
月，乾隆从北京起驾，经正定府、汤
阴、百泉，于九月中旬从孟津渡过黄
河，驻跸洛阳。

到洛阳后，乾隆一行首先祭拜了
关林。封建社会用“忠”“义”来教化
百姓，而关羽对刘备至忠、至义，人们
就尊关公为圣人。乾隆祭拜关林正
是为了褒扬忠义，厉行王化。乾隆亲
制祭文，并亲书了匾联，其匾为“声灵
于铄”四字，联为“翌汉表神功龙门并
峻，扶纲伸浩气伊水同流”，用龙门、
伊水来比喻关羽匡复汉室、维护纲常
的精神。

乾隆皇帝对佛教文化有着浓厚
的兴趣，因此驻跸洛阳后还重点游览
了龙门石窟。浓厚的历史气息和宗
教韵味，是龙门石窟的魅力所在，也
正是吸引乾隆皇帝的地方。他在奉
先寺主佛卢舍那大佛前伫立很久，然
后又到了龙门东山的香山寺。

在洛阳十数日后，乾隆一行前
往缑山。这里传说是王子乔升仙
处，立有武则天亲书的“升仙太子之
碑”。乾隆皇帝在这里题写匾额和
楹联，又即兴赋诗道：“缑岭茏葱嵩
岳连，传闻子晋此升仙。割来太室
三分秀，望去清伊一带绵。欢豫民
情他阆苑，菁芊麦色我芝田。孜孜
求治犹多愧，无暇重翻学道篇。”乾
隆御制诗碑，今仍留存缑山之上。
接着，乾隆一行游幸嵩山，后经开封
于十一月回到北京。

乾隆在洛阳期间，写了下面诗
作：《渡孟津河》《渡河舟中作》《题洛
阳都亭》《洛阳道中八韵》《香山寺杂
咏》《题香山寺二首》《登缑山极目少
林寺作》《题面壁石》《宿少林寺》《会
善寺》《嵩阳书院》《汉柏行》《谒岳庙》

《登嵩山华盖峰歌》。
乾隆在洛阳取牡丹珍品千本（量

词，用于植物，株、棵），并带走了两位
花匠。

乾隆命人将洛阳牡丹栽在圆明园中，其《圆明园四十
景诗》之《镂月开云》诗序说：“殿以香楠为材，覆二色瓦，焕
若金碧，前植牡丹数百本。牡丹四月始盛，而京诗率值望
雨时，朕幸圆明园屈指已七年，而花时宴赏者只一次耳。”
河北省滦平县兴洲村的乾隆行宫遗址内有一株白牡丹，也
移自洛阳。

乾隆皇帝一生写了68首关于牡丹的诗，写的都是洛
阳牡丹。他的《牡丹八韵》说御园牡丹“标名偏许洛”，《牡
丹》说“洛阳名品冠三春”，《题双头牡丹》说“琼华当时纪春
明，闻说移根自洛京”。

实际上，整个乾隆朝，洛阳每年都进贡牡丹。这个时
期，是洛阳牡丹大发展的时期。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

《洛阳县志》记载牡丹品种达173个，其中千叶黄花19种、
千叶红花56种、千叶紫花14种、千叶绯花7种、千叶白花

14种、多叶红花35种、多叶紫花16种、多叶黄花3种、多
叶白花2种、特异品种7个。

这7个特异品种是：欧家碧、太极红、娇容三变、蓬莱
相公、观音面、白屋出公卿、舞青猊。《洛阳县志》所列的牡
丹品种，有1/3为新品种，如赛姚黄、赛魏紫、汝州红等。

菏泽知县安奎为《曹州牡丹谱》作序说：“曹州牡丹之
盛，著于谈资久矣。而记述未有专书。”曹州有牡丹，起源
于明代后期，但牡丹只是零星种植，不见经传。至于清代
苏毓眉的《曹南牡丹谱》载“至明，曹南牡丹甲于海内”，更
是无据可查。嘉庆《清一统志》引当时的《曹州志》载，曹州
牡丹源于亳州。但明末战乱中，亳州、曹州为战乱之地，牡
丹皆灭绝。因此，曹州牡丹应是乾隆初年，重新从洛阳引
种的。故余鹏年引用友人催促他作《曹州牡丹谱》的信中
的话说：“洛阳花要订平生！”

乾隆皇帝创作了不少绘画作品，且于无拘无束中笔随
意走，挥写真性情。由于他出生帝王家，学习绘画的起点
非常高，年幼时便可以接触到当时的文化精英，此外，清宫
中盛极一时的书画收藏，也为乾隆观摩临习历代名家的绘
画作品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乾隆皇帝学画，始自对五代黄筌花鸟画的学习。黄筌
擅绘宫廷园囿中的珍禽异鸟、奇花怪石，画风华丽精妙，故
有“黄家富贵”之说，这正是乾隆皇帝所追求的审美情趣。

乾隆皇帝学画很认真，他在学院体花鸟画时，即使作
一幅小画也用时一个月。后来，他转向了注重“古意”，而
在写实功力上可以适当放松要求的“文人画”。

他喜欢牡丹画，临摹了不少前人的牡丹画。他写的
《沈周墨牡丹》诗说：“姚魏应嫌太艳春，别裁老笔写花真。
洛阳日暖风和候，比似刘家未足伦。”

为了学习牡丹画，他身边有不少盆栽牡丹。他的《咏
盆中牡丹花》说：“亚盆初绽鼠姑芽，映座浓添几朵霞。帘
幕未招游客骑，芳菲待报午蜂衙。不须富贵丛中闹，却爱
萧疏静处嘉。九十春光应护惜，花师莫漫趱韶华。”

到五十岁后，乾隆皇帝的牡丹画已经达到很深的功
力。目前，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乾隆皇帝以牡丹为描绘对象
的画轴数件，其中《折枝牡丹图轴》，是他五十七岁所绘墨
笔牡丹，图右上方题：“才报春归已大开，盆前颜色笑寒
梅。相称富贵真无忝，原是热中场里材。盆中温牡丹正开
偶写水墨折枝戏题以句，丁亥春朝御笔。”由诗文可知，此
图是乾隆皇帝的写生之作，其画面布局简约，仅绘一枝盛
开的牡丹，花瓣以墨线勾勒，叶片以水墨晕染，突显了牡丹
形态之美。

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七十一岁所
绘《并蒂牡丹图轴》是他创作的另一幅写生画，图绘一枝双
头牡丹插于素色釉瓷瓶之中，端庄典雅的花器与娇艳欲滴
的牡丹，一出人工，一出天然，两相辉映，成就天人合一的
双美。乾隆皇帝于诗塘处墨题“绚芳联珏”，表明画意。牡
丹并蒂极少见，被视为吉祥瑞应，故而乾隆皇帝在御园见
到它，不但以淡彩敷色的方式细腻刻画，还谕令工匠仿造
此图用缂丝技法加以表现，以此寄托其企盼“平（瓶）安富
贵”的美好愿望。

乾隆帝洛阳问花
御园开遍洛阳花

乾隆皇帝画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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