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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洛阳日报社等十家媒体共同策划发起的《十省名城联动·共扬国色美
名》——“盛世牡丹耀中国”大型融媒体联动报道已经启动，此次联动包括河
南洛阳、山东菏泽、湖北襄阳、四川彭州、安徽亳州、甘肃临夏、河北邢台、山
西太原、陕西咸阳、宁夏吴忠等十个省份的十座知名城市。今天，我们一起
来到襄阳，探寻野生牡丹的现状，感受襄阳牡丹的独特魅力。

最美人间四月天，襄阳城外牡丹开。
襄阳种植牡丹历史悠久，明代《襄阳府志》就有

“隆中牡丹繁茂”的记载。
人们对牡丹的热爱更是深入骨髓，襄阳历来就

有“三月三看牡丹”的民俗。
4 月初，天气晴好，温度适宜，襄阳古隆中牡丹

园里的近万株牡丹花开正盛。“姚黄”金光灿烂，“烟
绒紫”墨里含金，“洛阳红”喷红吐艳，“豆绿”美如碧
玉……红白黛绿，姹紫嫣红，五彩缤纷，美不胜收。

据古隆中牡丹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诸多牡丹
品种中，最负盛名的要数“襄阳大红”和“卧龙出山”
两个自己培育出来的传统品种，还有那“集万千宠爱
于一身”的荷包牡丹，似乎在默默地诉说着诸葛亮、
黄月英和襄阳的故事。

不仅古隆中有牡丹，诸葛亮的夫人、华夏才女黄
月英的娘家黄家湾同样有牡丹园。

4月8日，记者在黄家湾景区看到，这里的牡丹
花开正艳，游人如织。据襄阳黄家湾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衡光义介绍，黄家湾栽种牡丹始于2009
年，面积达100亩，数量超过10万株，是襄阳面积最
大的观赏牡丹基地。

黄家湾的牡丹品种以“花王”和“台锦”为主。“这
两个品种牡丹花大、重瓣、色艳，而且病虫害少，长势
茂盛。”衡光义说。

据衡光义介绍，牡丹的花期短，开花期间若遇到
雨天，一场雨就让牡丹“香消花殒”，“今年的天气特
别给力，牡丹花开呈现出多年来少有的盛况”。

看来，牡丹不语知人意。不愧是与“智圣”诸葛
亮有密切关系的“智慧牡丹”。它们似乎以这种方式
展示最美，与兄弟城市的牡丹相媲美。

有“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美誉的习家池景区也
迎来了牡丹的盛花期，5000株牡丹陆续绽放。习家
池景区牡丹园内种植的牡丹有“富贵满堂”“玉芙蓉”

“锦袍红”等十几个品种，颜色有白色、粉色和深红
等。此地牡丹因花大而香，又有“国色天香”之称。

此外，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归隐地鹿门山、与汉江
女神密切相关的襄阳万山、汉光武帝刘秀发迹之地
白水寺、再现盛唐长安繁华的襄阳唐城景区等，无不
牡丹盛开花似锦，芬芳四溢扑面来。

野生牡丹今何在，鄂北荆山独妖娆。
再好看的牡丹，也是由野生牡丹培育而来的。中国是

牡丹的唯一原产地，世界上所有品种的牡丹都是从中国的野
生牡丹培育而来的。那么，我国野生牡丹的故乡在哪里？

保康隶属于湖北省襄阳市，荆山山脉横贯保康中部。
自古号称奇书的地理专著《山海经》中记载：“荆山之

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其中多丹粟……”
“丹”，即牡丹。这说明荆山是牡丹频生之地。

据长期研究野生牡丹的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工程师王波介绍，1998年，来自新华社的一篇题为

《保康发现大面积野生牡丹群落》的报道受到关注。
保康县野生牡丹群落分布于该县的大水林场、官山林

场、横冲药材场和后坪、黄堡、龙坪、歇马等13个乡镇，计58
处，面积达166.6公顷；按花瓣、花蕊、子房和柱头的不同颜色，
可分为深红、粉红、纯白、浅紫、浅黄、白紫斑、红紫斑、黄紫斑、
红边、荷花色等22个品种，植株累计10万多株。这里不仅有
成群连片的野生牡丹群落，还有一花独放的移栽牡丹王。后
坪镇詹家坡村六组村民孙天培家移栽了一株野生牡丹，高
达2.55米，每逢花期，繁花似锦，被称为“中华牡丹之王”。

两个世纪来，世界牡丹专家已发现了10个野生牡丹种、
1个亚种和若干个栽培种，而保康野生牡丹就有“紫斑牡丹”

“卵叶牡丹”“杨山牡丹”“保康牡丹”“红斑牡丹”等5个野生牡
丹种和“林氏牡丹”1个亚种，占世界牡丹野生种的一半以上。

1994年4月26日至28日，时任国际树木学会副主席
的意大利牡丹专家奥斯蒂博士及其助手、德国学者维斯特
芮克先生在中国林业科学院教授洪涛的陪同下专程来到
保康。对多处野生牡丹群落进行现场考察后，他们认为保
康县是全国牡丹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并感慨地说：“保康野
生牡丹面积大，株数多，花色全，保存完整，在世界牡丹中
绝无仅有，实属天下第一，举世无双。”

对于保康野生牡丹，《人民日报》（海外版）称赞：“野生
牡丹今何在，鄂北荆山独妖娆。”《新华每日电讯》、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湖北广播电视台等数十家新闻单位也进行了
宣传报道。

保康成为野生牡丹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它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保康县与原始森林神农架、“水都”十堰、
长江三峡宜昌接壤，地处鄂西北大山区，是全球植物学界
认可的“纯野生植物天堂”。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襄阳、洛阳，分属于两省的这两座古城，自古以来就有

深厚的渊源，牡丹更是让两城联系紧密。
王波介绍，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洛阳市牡丹研究所

（后改名为洛阳市牡丹研究院）每年都会派人到保康县进
行科研，“他们从保康引进紫斑牡丹后，选育出了6个观赏
新品种”。

刘楚国是保康县鹰子石牡丹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他表示，前些年，他的基地也一直和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牡丹
研究所有联系。2014年4月，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牡丹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魏春梅还亲自带队来到基地进行科研。

除了供观赏，牡丹还是集药用和油用价值于一身的重
要经济植物。保康野生牡丹冠华夏，研究开发保康牡丹、
以资源换产业，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义。

自2000年以来，保康县加大了自然保护区建立和升级
的力度，仅2000年，经襄阳市人民政府同意就建立了保康
五道峡、刺滩沟、龙坪红豆杉、鹫峰4个市级自然保护区，从
而更有效地保护了野生牡丹。2024年1月8日，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批复了《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2023—2032年）》，有利于强化保护紫斑牡丹等野生牡丹。
与此同时，湖北省农业科学院、襄阳市林业科学研究

所等科研单位与相关企业合作攻关，开展保康牡丹保护性

研究，在紫斑牡丹品种选育、栽培、基地建设及牡丹深加工
等方面快速发展，建有湖北省境内唯一的油用牡丹繁育基
地，年供应种苗500万至1000万株。

近些年来，襄阳市林科所与南京林业大学合作，开展
牡丹新品种选育。该项目以观赏牡丹“洛阳红”“锦袍红”

“建始粉”作为父本，挑选襄阳特殊花色、花型牡丹作为母
本进行杂交，后期收取杂交种子培育，以期得到油赏兼具
的油用牡丹新品种。

保康县成立了鹰子石牡丹种植家庭农场，以自有牡丹
基地为基础，开发了保康牡丹籽油、保康牡丹全花茶等产
品，农场以开展保康牡丹、本地特色苗木繁育、选优、栽培、
市场开发为基础，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发展生态产业，积极
带动当地农户及专业合作社发展产业。

另外，襄阳各地也在积极发展观赏牡丹产业，推进农
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虽然襄阳野生牡丹勇冠华夏，但资源尚未打开知名
度，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地优势，使襄阳牡丹之于全国全世
界实至名归。对此，有网友建议，襄阳、洛阳、菏泽等地，要
积极搭建“以花为媒”的综合性交流平台，互通互惠，一同
谋划牡丹产业发展，构建一流的牡丹元素产业体系，带动
群众勤劳致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襄阳日报首席记者 李兴会（本版图片由襄阳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东 安富斌 摄）

花开时节动古城

野生牡丹世无双

产业发展正提速

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这里
是湖北襄阳。

襄阳是一座真正的城。这里有岳飞抗金、元
军围城的历史风云，还有金庸笔下郭靖、黄蓉、女
侠郭襄等众侠客死守襄阳的江湖传说。

一座襄阳城，半部中国文化史——《三国演
义》共有120回，其中32回故事就发生在襄阳；
《全唐诗》共有4万多首，有4000多首写到襄阳；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襄阳出现了260多次……

穿越数千年的风云变幻，如今的襄阳，是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省域副中心城
市、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
重要铁路枢纽。

阳春四月，走进襄阳，除了能感受青春的激
情、发展的活力、文明的力量，更有繁花似锦满古
城的美景，其中“花中之王”牡丹尤为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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