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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丹青
黑中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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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流行什么样的穿搭？从初唐至晚唐，唐代
服饰经历了哪些变化？近日，在隋唐洛阳城国家
遗址公园明堂天堂，“观唐盛宴”汉服复原秀精彩
上演，模特中不乏拥有近千万粉丝的网络大 V“肉
脸橙”和多次登上央视舞台的汉服达人“长歌要努
力吖”。

汉服复原秀结束后，天色渐暗，明堂天堂内的夜
间演艺接连上演。

19时，在明堂西侧，“李白”出现在舞台上与游
客对诗，共话大唐气象。不远处，乐器与舞蹈相配合
的“琵琶歌舞蹈”精彩上演，向游客展示唐代的包容
与开放。紧接着，在北广场主舞台上，“西域公主”即
兴一舞，还邀请游客上台进行音律比赛。这3个场
景，均是演艺《寻洛奇遇》的演出现场。

20 时，在天堂 7 层，演艺《唐茶表演》在大厅上
演。演员向游客展示唐代人的制茶、饮茶器具，并讲
解制茶流程。

20 时 30 分，最后一场演艺《神宫乐舞》在明堂
大殿上演，分属不同团队的“舞姬”现场比拼舞技，以
争得向武则天献舞的机会。

据悉，明堂天堂的夜间演艺将持续至5月7日，
以丰富夜间景区业态，提升游客体验。

洛报融媒记者 李晓楠 文/图

明堂天堂夜游活动
带游客“穿越”盛唐

近日，在洛阳国际
牡丹园，水墨丹青牡丹
开得正好。它的花蕊
呈金黄色，深紫红色的
花瓣在阳光照射下透着黑色，质地细腻、润泽，如绫罗
绸缎，黑中透着斑斓色彩，在万花丛中独树一帜。

水墨丹青是国际牡丹园经过20多年人工定向
杂交培育的“混血”黑牡丹品种，亲本为“黑花魁”和
国外品种“乌羽玉”，生长势强，丰花性好。其花蕾圆
形，花丝、房衣、柱头呈深紫红色，花朵较大，荷花型，
适宜庭院栽植、切花。

作为黑色系牡丹中的翘楚，水墨丹青曾荣获
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牡丹新品种金奖。

洛报融媒记者 谢娜娜 通讯员 刘少丹 文/图

花紫红色，菊花型或蔷薇型。瓣缘细
密浅齿裂。植株高大直立，生长势强，成花
率高，但分枝较少，萌蘖枝亦少。适合盆
栽、观赏园建设。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王晓晖 摄

“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王朝——夏
朝的都城遗址，遗址规模宏大、布局严
谨……”近日，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该馆馆长赵晓军面对镜头，向广大网友详
细讲述“二里头故事”。

作为今年牡丹文化节赏花期的一项
重要惠民活动，市文物局特别制作推出的

“走进博物馆——我为洛阳代言”系列主

题视频，邀请洛阳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洛阳
民俗博物馆等 10 余家热门博物馆的馆
长、讲解员、志愿者讲述各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历史故事。截至4月16日，该系列
视频已在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平
台播出16条，播放量近千万次。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乳钉纹铜

爵、洛阳民俗博物馆的珍贵匾额、隋唐大
运河文化博物馆动静结合的展陈、关林里
的三国故事……镜头里，馆长、讲解员、志
愿者等将洛阳的历史文化娓娓道来，为大
家呈现出一个厚重的十三朝古都。在不
少视频的评论区，网友们为这一惠民活动
纷纷点赞：“足不出户就能‘逛’洛阳这么
多家博物馆，真不错。”“先听讲解再去打

卡，有重点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
看洛阳城。”

该系列视频每天一期，将持续至5月
5日，如果您感兴趣，在各主要搜索网站输
入“走进博物馆——我为洛阳代言”，即可
看到相关链接。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阎桦
王蕾

“走进博物馆——我为洛阳代言”系列主题视频上线热播

足不出户就能逛热门博物馆

目前，市区牡丹园中晚开品种牡丹
开放，邙山牡丹园正值盛花期。

● 王城公园
全园共有520多个品种牡丹开放，开

花牡丹约占本园牡丹的50%，主要分布在
牡丹仙子、甘棠洲、王城春早、月亮门、傲
梅渲春等处。盛开的牡丹品种有黄冠、
长寿乐、杨贵妃、镰田锦、麟凤、春柳等；
初开的牡丹品种有名望、八千代椿、七福
神等。园内木香、棣棠，以及高山牡丹蓝
月亮、霓虹焕彩、洛阳红、皇嘉门、绿幕隐
玉等竞相绽放。

● 中国国花园
全园共有430多个品种牡丹开放，开

花牡丹约占本园牡丹的40%，主要分布在
东门内广场、二乔亭、国花台、丹辉园、唐
风隋影广场等处。盛开的牡丹品种有名
望、紫红殿、帝冠、日向、神乐狮子等；初
开的牡丹品种有金阁、紫斑、芳纪等。园
内二月兰、樱花等竞相绽放。

●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全园共有550多个品种牡丹开放，开

花牡丹约占本园牡丹的50%，主要分布在
九色园、百花园、科技园、特色园等处。
盛开的牡丹品种有银丝贯顶、什样锦、
新日月、浪花锦、胡红等；初开的牡丹
品种有彤云夕照、圣代、陇原红、绿幕隐

玉等。另外，千姿牡丹园内绣球荚蒾、关
山樱、松月樱、普贤象樱、郁金樱等正值
盛花期。

● 国家牡丹园
全园共有约600个品种牡丹开放，开

花牡丹约占本园牡丹的58%，主要分布在
南园凤鸣宝花区、精品园、牡丹展览馆、
凤丹林、北园九色台、广场两侧、江南、西
北牡丹收集区等处。盛开的牡丹品种有
岛大臣、日月锦、岛锦、御所樱、如花似
玉、青龙卧墨池等；初开的牡丹品种有豆
绿、擎天粉、垂头蓝、软枝蓝、五洲红、肉
芙蓉等。园内紫藤、海棠、丁香、棣棠、杜
鹃、碧桃、樱花、紫荆等争奇斗艳。

● 南山牡丹园
全园共有约90个品种牡丹开放，开

花牡丹约占本园牡丹的23％，主要分布在
九色花田、牡丹花海、花道、木栈道两侧
等处。盛开的牡丹品种有姚黄、豆绿、绿
香球、菱花湛露、雪映桃花、贵妃插翠
等。另外，国际芍药区朱利伊莉、阿伦、
红色魅力、迷你、美之碗、珊瑚魅力等20
多个进口品种芍药陆续开放，园内的月
季、海棠、樱花、梨花等竞相绽放。

● 天香牡丹园
全园共有86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

牡丹约占本园牡丹的60%，主要分布在南
大门东侧、北侧、西侧和园中心等处。盛
开的牡丹品种有桃花飞雪、日暮、蓝宝
石、锦帐芙蓉、葵花红、景玉、蓝芙蓉、紫
蓝魁、朱砂垒、雨后风光、太阳、小蝴蝶、
岛大臣、守重红、春红娇艳、晨红、胡红、
姚黄、红宝石、花游等；初开的牡丹品种

有冠世墨玉、璎珞宝珠、旭港、紫凤朝阳、
酒醉杨妃、玉楼春、软玉温香等。园内晚
樱、丁香、碧桃、北美海棠、梨花海棠等争
奇斗艳。

● 国际牡丹园
全园共有 200 多个品种牡丹开放，

开花牡丹约占本园牡丹的 55%，主要分
布在华夏园、锦绣园、九色园、万芳园和
二环路外侧等处。盛开的牡丹品种有
东篱银菊、莲鹤、白王狮子、白妙、群乌、
日向、花竞、梨园春、太阳等；初开的牡丹
品种有岛大臣、花大臣、紫盘托桂、岛根
圣代、宣阳门等。园内冰心、热恋（红色
荷包牡丹）、玫瑰忍冬、碧桃、樱花等竞相
绽放。

● 神州牡丹园
全园共有500多个品种牡丹开放，开

花牡丹约占本园牡丹的53%，主要分布在
国花坛、精品观赏区、天王台、二乔亭等
处。盛开的牡丹品种有黑夫人、赛墨莲、
莲鹤、脂红、烟绒紫、十八号、层叠多娇
等；初开的牡丹品种有黑妞、黄冠、红辉
狮子、白妙、红蔷薇、红梅飞雪等。园内
棣棠、樱花、紫藤等争奇斗艳。

第41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花情
预报小组

2024年4月16日

雨露功中观造化 神仙品里定容颜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作为
“青春洛Young 潮享消费”促消费活动之
一，昨日，“榴莲”忘返·跻身顶“榴”洛阳榴
莲狂欢节举行新闻发布会。5月1日至5
日，洛阳市民可在家门口品尝泰国美食、
感受东南亚风情。

本次活动将通过网上直播、线上展
示订购、线下物流配送，以及邻里中心
直购等方式，让市民共享经济开放红
利：在重点商圈、特色商业街、大型商业
综合体和连锁商超开展榴莲狂欢节折

扣活动；打造洛阳榴莲狂欢市集，现场
有“暹罗国公主”和“盛唐公主”跨时空
的穿越和文化互动表演，以及晚间特色
演出；举行综保区高质量发展论坛等
活动。

值得期待的是，洛阳榴莲狂欢市集将
在应天门广场举行。届时，现场将设置榴
莲往返区、缤纷东南亚集、热带风情坊、唐
韵集萃区 4 个展区，有打卡领奖、演艺互
动等环节，丰富消费体验。其中，在榴莲
往返区，推出泰国菜烹饪展示，市民和游

客可现场品尝泰国美食，还可品尝烤榴
莲、榴莲冰淇淋、榴莲千层等特色产品；在
缤纷东南亚集，榴莲雪媚娘、榴莲咖啡及
榴莲雪糕、榴莲芒果冰沙等甜品、饮品齐
聚，咖啡房车、冰淇淋房车等也将亮相；
在热带风情坊，泰国纺织品、泰银制品、藤
编工艺品、木雕作品等具有东南亚文化特
色的商品将一一“登场”；在唐韵集萃区，
将汇集和展示包含国风元素的优质文创
产品。

此外，新闻发布会上亮相的洛阳国贸

集团品牌IP——“贸贸”与“依依”，也将在
狂欢节期间参与巡游活动，打造沉浸式消
费体验。

此次活动以榴莲为媒介，发挥洛阳海
陆空网及“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优势，
将东南亚等地的水果“引进来”，加强洛阳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与文
化交流，推动洛阳文商旅融合发展，同时
向外展示洛阳综保区的优势和功能，吸引
更多国内外企业进驻，推动洛阳工业制造
与智造“走出去”。

洛阳榴莲狂欢节将于5月1日至5日举行

品尝泰国美食 感受东南亚风情

近日，洛阳牡丹非遗压花沉浸式体验活动在牡丹阁景区举行，压花
爱好者及外国友人现场体验非遗压花，学习压花技艺，感受中国传统
艺术魅力，领略牡丹之美。 洛报融媒记者 董格非 摄

花粉色，娇嫩，托桂型，有时荷花型，雄
蕊部分瓣化，柱头粉色、房衣红色全包。植
株较矮。中型长叶，叶边上卷，叶背密毛。
新梢和枝叶生育期内翠绿。成花率高，萌
蘖枝中。早花品种，观赏性好。适合盆栽、
观赏园建设。

扫二维码，看
洛阳首位 AI 导游

“丹丹”为您播报
牡丹花情

近日，在孟津区送庄镇十里头村牡丹种植基地，
种植户正在直播销售盆栽牡丹。无独有偶，在该区
朝阳镇石沟村千卉谷鲜切花基地，花农们正忙着采
收牡丹鲜切花。

近年来，该区发展牡丹种植近2万亩，打造集种
植、观赏、销售等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通
过牡丹“花经济”带动群众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洛报融媒记者 梅占国 李卫超 通讯员 郑占
波 刘远奇 马绍磊 摄

牡丹 铺开致富路

体验非遗压花
领略牡丹之美

花经济

演艺《神宫乐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