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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我企盼看到的一本书。
1994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转人大代表们评选国花的议案，由中国花卉协会负责组织实施，在全
国开展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的评选国花活动。
经过全国人民广泛的推荐、评选、投票表决，评出牡丹为我国国花，兰花、荷花、菊花、梅花为四季
名花。
由于多种原因，这一评选结果迄今没有正式宣布。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各自的国花，国花牵动国人心。
14年过去了，全国人民呼唤国花登场的声音不绝于耳，随着我国的日渐繁荣昌盛而愈益强烈，公布牡
丹为国花的提案多次提交全国人大会议。
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步步临近，公布国花再次成为国人心中的思念。
最近有消息说，奥运会前将公布牡丹为国花。
看来，牡丹当选国花是人心昕向，众望所归，已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到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
时候了。
古今中外，牡丹因人人亲近、亲近人人而无人不晓、无人不爱；“惟有牡丹真国色”等诗句，更是世
人耳熟能详，对牡丹当选国花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然而要问牡丹为什么应该成为国花、能够成为国花，个中理由就不是人人都能回答得了的。
一些研究牡丹和牡丹文化的专家学者建议说，现在各种各样的牡丹书籍不少，就是缺少一本从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上全方位讲述牡丹的书。
这个建议颇有见地，应该为牡丹当选国花提供理论支持。
由于该书涉及诸多专业和部门，理论性和知识性较强，需要资料多，工作量大，所以久久未能与读者
见面。
河南省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会和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成立后，把牡丹文化产业作为研究和策
划的重点之一，把此书编写出版提上日程。
他们组织10多位专家学者，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推出了这本图文并茂的专著，从8个方面论述了牡丹
当选国花的理由。
这是截至目前我看到的第一本全面论述国花牡丹的书。
这本书结构科学，资料丰富，观点鲜明，文字流畅，颇具文献性和学术性。
谨向该书的出版表示祝贺。
有道是：国运兴，牡丹盛。
翻开牡丹的“家谱”，我们看到牡丹与中华民族一道走过的数千年风雨历程，与祖国的命运荣辱与共
。
隋唐五代时期，牡丹迎来第一次发展高潮，由乡间走进皇家园林：唐代东都洛阳和京都长安对牡丹如
痴如狂；两宋时期，牡丹在全国范围又有了一个大普及；北宋的洛阳牡丹花会，不仅继承了唐人赏花
的狂热，而且平民的广泛参与程度则远远超过唐代；辽金元时代，即使牡丹发展在整体上处于停滞状
态，但少数民族政权也在逐步吸纳牡丹文化；明清时代，牡丹发展再次形成高潮，牡丹文化更加普及
，并将牡丹定为国花。
新中国成立后，牡丹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牡丹与经济、文化、科技、旅游结伴同行，不仅走遍全国，而且冲出国门，风
靡全球。
拂去岁月的风尘，姚黄、魏紫、二乔、绿绣球、黑牡丹等观赏牡丹千姿百态、争奇斗艳；药用牡丹大
面积种植，形成了牡丹产业。
二者都取得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国际和平使者，为天下大同铺路架桥。
今天，越开越旺、越种越盛的牡丹，不正是科学发展、欣欣向荣的中国国运的象征吗？
中国人民对牡丹焕发出的激情和信心，不正是同心同德共同致富奔小康的见证吗？
亿万人民十多年来对国花的全民评选和尽快公布牡丹为国花的期盼，不正是56个民族共捧“国色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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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和谐中国的热切呼唤吗？
我国地域辽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但对牡丹却有着同样的
喜爱和尊崇。
从古至今，各阶层的人们，以牡丹抒情，以牡丹明志，以牡丹比喻国运民心，以牡丹装饰衣食住行，
寄托对富贵吉祥、兴旺发达、太平盛世、天下大同、和谐美满的向往和追求，孕育了独具特色、厚重
珍贵、雅俗共赏的中华牡丹文化。
这种文化世代相传，深入人心，铸就了中华民族对牡丹共同的心理诉求。
这种心理定势，就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肥田沃土，心雨灵露。
愿牡丹作为国花，早曰闪亮登场。
2007年4月8日(作者系河南省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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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花牡丹档案》共分八章，以翔实的资料分别介绍了牡丹的栽培应用历史，牡丹的分布、种类
，牡丹的观赏 和习俗，牡丹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牡丹产业的发展状况，牡丹文化的内容、形式，以
及牡丹争评国花的历程等。
彰显了牡丹作为百花之王的魅力，为牡丹当选国花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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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松成，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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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牡丹昌荣 天下大同自序：牡丹有话再说第一章 牡丹溯源：原产中国 栽培应用 历史悠久一、牡
丹栽培应用的起源二、牡丹发展历程三、牡丹栽培分布格局的形成第二章 牡丹资源：分布广泛 种类
繁多 覆盖全国一、野生牡丹分布广泛二、我国栽培牡丹已形成四大品种群，分布几乎遍及全国三、丰
富的古牡丹资源四、国外牡丹的引种大大丰富了中国牡丹的种质资源第三章 牡丹观赏：国色天香 丰
姿神韵 荣冠古今一、牡丹的局部观赏二、牡丹的整体观赏三、观赏牡丹的重要形式：牡丹花会（节）
四、历代牡丹名园五、国外的中国牡丹园第四章 牡丹本色：群众崇尚 广聚民心 兴旺人气一、尊崇牡
丹的理念二、观赏牡丹的习俗三、借用牡丹命名地名、物品第五章 牡丹使者：走向世界 广交朋友 国
际认同一、中国牡丹走向世界二、中国牡丹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和影响三、中国牡丹正面临着新的发展
机遇第六章 牡丹产业：自成体系 效益显著 商机无限一、古代牡丹商业化栽培简况二、现代牡丹产业
三、牡丹新产品研发情况第七章 牡丹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民族之花一、牡丹文化概说二、牡丹
文化的四个主要内容第八章 牡丹加冕：与时俱进 富国富民 振兴华夏一、花卉的蓬勃发展引出全国国
花评选活动二、历经十余载的全国性国花评选活动三、确定牡丹为国花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四、牡丹是
当之无愧的中国国花附：世界国花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花牡丹档案>>

章节摘录

宋室南渡后，偏安江南，是为南宋。
定都临安，即今杭州。
自此，杭州花事得到发展。
《梦粱录》载：“是月(三月)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棣棠、木香、酴醵、蔷薇，种种
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
”另据宋·周密《乾淳起居注》与《乾淳岁时记》记载，南宋皇宫中常有各种瓶花摆设，专供帝王观
赏。
如淳熙六年(1179)三月十五日，帝至御苑“锦壁”赏牡丹千余丛，并赏瓶花。
南宋时，成都附近的天彭(今四川彭州市)牡丹享有盛名。
天彭牡丹种植始自唐代，至北宋后期已有了较大发展。
宋·陆游《天彭牡丹谱》(以下简称《陆谱》)记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
。
”“崇宁(1102-1106)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1119-1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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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游还记述了天彭赏花时的盛况：“天彭号小西京(北宋以洛阳为西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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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南宋时蜀人喜爱牡丹不亚于洛阳。
《陆谱》记述了洛花以外的蜀花34种。
由此可以看出，从北宋到南宋，牡丹在全国范围内有着相当程度的普及。
仅就北宋诗词所记，除前面提到的地方外，还有河阳(今孟州市西)、济源、颖州(今许昌)(以上今属河
南)，真定(今河北正定)，同州(今大荔)、延州(今延安)、丹州(今宜川)(以上今属陕西)，成都、天彭(
今彭州)(以上今属四川)，襄阳、黄州(今湖北襄樊、黄冈)，维杨(今扬州)、仪征、西溪(今东台县西南)
、常州(以上今属江苏)，池州(今安徽贵池)，永嘉(今属浙江温州)，密州(今诸城)、青州(以上今属山
东)。
至南宋，南方牡丹发展很快，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地区：一是浙江中部、北部，包括杭州及其邻近地区
，如绍兴、诸暨、赤松(今金华市北)等；二是江苏南部，如金陵(今南京)、吴县(今苏州一带)、如皋等
；三是安徽东南部，如徽州(今歙县)、黟县、绩溪等地；四是江西北部，如德安、龙安、铅山、浔阳
、饶州及鄱阳(今波阳)等地。
此外还有湖南长沙及福建中部。
根据有关谱录及文献所记，宋代已有牡丹品种220余个。
除上面谈到的情况外，在中国牡丹发展史上，宋代牡丹文化的繁荣也特别值得一提。
北宋洛阳风行的赏牡丹花会，不仅继承了唐人赏花的狂热，而且平民的广泛参与为唐代所不及。
此后，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西南的天彭也有大型赏花活动。
宋代除有多部水平高的牡丹谱录外，吟咏牡丹的诗词更是多达2000余首，也是盛况空前。
北宋，在称牡丹为“国色天香”、“百花之王”的基础上，又具体指出“姚黄”为王，“魏花”为后
。
后来又赋予牡丹“富贵花”的称号。
而在南宋，牡丹更是故国家园、北国大好河山的象征，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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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河南人形容一件事工作量很大，需要群策群力去办时，常说一句土话：“这不是一个人杀的猪。
”拿这话比喻《国花牡丹档案》的编写过程，虽说不雅，但十分贴切。
2005年初动议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在洛阳成立了一个11人编写小组，他们是
：戴松成、闫宏先、王高潮、李嘉珏、杨留生、郭继明、徐小帆、杨瑞先、郭继裕、宋瑞祥、何小要
。
还约请了洛阳市穆宏伟、刘鸣、霍志鹏等热心牡丹文化产业的企业家加盟，河南省牡丹协会的主要领
导也加入进来。
上述这些同志有的是牡丹文化专家、牡丹植物学研究专家，有的是牡丹摄影专家、牡丹文化收藏家，
还有的是牡丹种植企业家。
这些人一谈起牡丹文化，两眼放光，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和困难。
本书的8个部分，分别由其中的8位同志搜集资料并起草初稿，交给执笔人闫宏先按方案统一整理。
闰宏先已经66岁，为了这本书，日夜伏案写作达10个月之久，其间数次修改，打印出来的修改稿摞起
来有50公分高，累病了好多次。
杨留生的爱人刘江云看到这情况，也主动参与资料的搜集。
王高潮是10年前参与全国国花评选全部工作的一名处级干部，现在又参与编写这本书。
最后他又用一个月时问，把文字和照片梳理了一遍。
李嘉珏是全国花卉协会牡丹芍药分会的副会长，是位资深的牡丹种植研究专家，在指导这本书的同时
，又亲自执笔写出了第一章。
可以这样说，没有上述这些同志的奉献，该书的出版断然完不成。
这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艰苦但又愉快和谐的合作的成果。
因此，在这本书与读者见面的时候，不能不说上述这番话。
至于这本书存在的不足，这里就不再说了。
因为要赶在2∞8年3月全国“两会”之前出版，不足之处，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08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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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花牡丹档案》由十余位专家学者历时两年艰辛编著，从八个方面陈述了牡丹担国花的理由，牡丹
两千多年珍贵档案从此向世人打开。
此外，《国花牡丹档案》还涵盖了多个学科，配有200余幅精美插图，具有学术性和文献性，适合牡丹
专业研究人士和广大牡丹爱好者阅读。
谨以此书向即将开的全国“两会”和奥运会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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