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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菏泽牡丹志》是专业志，也是特产志，更是一部文化志。它的

诞生标志着我市牡丹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

牡丹是我国的独特资源，也是全世界的名贵花卉。它花大色

艳，芳香浓郁，雍容华贵，富丽端庄，素有“花中之王"之美誉，

象征着富贵、吉祥，向为国人所珍爱。早在公元七八世纪的唐代，

就有“惟有牡丹真国色"的诗句。后来，人们又以“国香”、“国

貌’’、“国艳’’来歌颂牡丹。至明清时期，就有“以牡丹为国花"

之说。1994年12月23日，全国国花初选的结果之一，就是一国一花

为牡丹。一
’

菏泽古称曹州，是驰名中外的牡丹之乡，牡丹栽培历史悠久。

隋唐时期就有了种植，明清便甲于海内。改革开放为菏泽牡丹插上

了腾飞的翅膀，使菏泽牡丹走出了国门。现代牡丹催花、鲜切花、

品种选育、无土栽培、组织培养、太空育种等科学技术的成功与运

用，更为菏泽牡丹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目前，菏泽牡丹栽培

面积达八万余亩，品种一千一百多个。以牡丹办事处为中心，方圆

三十五平方公里的牡丹产业区初步形成，牡丹资源圃、基因库也己

建立，菏泽已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牡丹生产、科研、

出口和观赏基地。市委、市政府因势利导，把牡丹作为一项重要的

产业来抓，确立了“牡丹搭台，经贸唱戏，广交朋友，发展合作’’

的战略思想，从1992年起，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一届国际牡丹花会，

接待中外游客两千多万人次，经济贸易成交额累计达二百六十六亿

元，签订利用外资合同二百三十六项，累计合同利用外资五点七四

亿美元，不仅提高了菏泽牡丹的知名度，而且也为菏泽扩大开放、

l

涉



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和环境。

菏泽牡丹产业的兴起是近十几年的事，而且正在向纵深发展。

为将菏泽牡丹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载入史册，以便及时总结经

验，指导牡丹产业健康发展，我市决定编纂《菏泽牡丹志》。市史志

办的同志们不辞辛苦，查阅资料，走访农户，字斟句酌，精益求

精，奋斗半年，终告完成。这既是地方志工作的一大成果，也是对

菏泽牡丹产业的一大贡献。 《菏泽牡丹志》的问世，必将带着菏泽

牡丹的全部信息，传遍华夏大地，飞越五湖四海，受到全国人民乃

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值《菏泽牡丹志》付梓之际，谨向为志书

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谢忱。

2

菏泽市人民政府市长扣县爻

2 0 0 3年2月



概 述

花是大自然的精灵，牡丹被誉为花中

之王。中华民族是个爱花的民族，尤其钟

爱牡丹。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牡丹视为

富贵、吉祥、繁荣、昌盛的象征。在大京

九铁路与新亚欧大陆桥交汇的地方，有一

个花的世界、花的海洋。每年谷雨时节，

盛开的鲜花一批批、一片片，看不到头，

望不到边。这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市，

这盛开的鲜花就是中国的富贵花——牡丹。

地因花而名，花因地而荣，牡丹与菏泽连

在了一起，就有了闻名中外的菏泽牡丹。

菏泽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素有牡丹之

乡、戏曲之乡、书画之乡、武术之乡的美

誉。菏泽古称曹州，所以菏泽牡丹又称曹

州牡丹。这里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壤

肥沃。牡丹采天地之灵气，接日月之光

华，含苞吐蕊，播撒芬芳。

种植牡丹，菏泽历史悠久。循着历史

典籍的指引我们得知，这里在隋代就已经

出现了著名的花师齐鲁恒，他让富贵的牡

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繁衍生

息。明清时期曹州牡丹甲于海内，老百姓

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以至出现了连

阡接陌、艳若蒸霞的繁盛景象。据此，我

们可以推断：菏泽牡丹始于隋，兴于唐，

而盛于明清。

古菏泽的牡丹园星罗棋布，名园众

多。古色古香的凝香园，精品辈出的赵花

园，品种繁多的桑篱园，花大色艳的毛花

园，还有巢云园、耿花园、漆园、铁篱寨

花园等十几处名园，至今仍被广为传颂，

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桑篱园是当时最大

的牡丹花园，仅牡丹谱中记载的品种在明

代就多达340种，到了清代又增至380种。

无限异名添旧谱，因多齐艳出新丛。桑篱

园主人赵孟俭爱花如命，求经年之功繁育

牡丹，百年过后，花也流芳，人也流芳。

菏泽牡丹命运多舛，伴随历史的潮涨

潮落，时荣时衰，如今留下的名园当数曹

州牡丹园、百花园和古今园。曹州牡丹园

占地一千余亩，是目前我国面积最大的牡

丹园。百花园犹如江南园林，精翠巧妙，

又如小家碧玉，清新飘逸。如今这里已成

为种植名贵品种、培育优良品种的重要园

地。古今园是在明代万花村花园基础上恢

复重建的。据园内碑石记载，花园为明代

洪武年间王梨庄人王猛所建，距今已有六

百多年的历史。园内松编点缀，曲径通

幽，环境优雅，景色宜人。在国运昌隆的

今天，浸润着菏泽人民辛勤汗水的牡丹日

趋繁荣，栽植面积已达八万多亩。

走进园中，是一个姹紫嫣红的世界：

掌花案，花开似火，红光灿烂；梨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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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若梨花，洁白一片；冠世墨玉，黑紫如

缎，洁而有光；蓝绣球，蓝中之冠，开若

绣球；赵粉，粉面桃花，郁郁芳香；魏

紫，色泽娇艳，人称花后；映日红，红粉

娇嫩，与日争辉；酒醉杨妃，红装素裹，

低头掩面，含情脉脉；群英会，形态狂

放，英姿飒爽。看看这牡丹花，听听这花

名，就会给你无穷的回味。

牡丹有以数字命名的：一品红、二

乔、三变墨玉、十样锦、千心黄；有以颜

色命名的：锦袍红、种生黑、粉中冠、白

鹤亮翅、玉翠荷花；有以神话人物和佳丽

命名的：嫦娥奔月、贵妃醉酒、昭君出

塞、飞燕红装；有以地理命名的：曹州

红、彭州紫、洛阳春；还有以意境命名

的：雨过天晴、青山卧雪，乌龙捧盛；而

春江飘锦、池塘晓月、瑶台玉霞、独占先

春的花名，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吟哦这

一串串悦耳而有诗意的名字，令人遐思不

禁，你会惊叹：是谁巧思妙想把花点化成

一个个美奂美轮的意境?

牡丹，雍容华贵，华而不妖，贵而不

娇，历来享有盛名。千百年来，崇尚牡丹

蔚成风气，大有天下真花独牡丹，看过此

花不看花的夺人魄势。古往今来不知有多

少人为观赏牡丹来到菏泽，在花城留恋忘

返。文人名士面对牡丹情趣荡漾，留下了

一篇篇千古佳句；摄影家把牡丹定格在取

景框中，拍摄出一幅幅精美的图片；画家

把牡丹收尽笔端，绘制出一幅幅光彩夺目

的艺术画卷；更多的游人则大胆地坦露着

爱美的心迹与国花合影，让青春与美永

驻。漫步菏泽，牡丹连畦接畛，一方方如

千块绫罗合结，一块块似万匹锦绸相连，

俨然走迸了一个偌大的牡丹王国。走遍天

下恐怕再也难找出与牡丹媲美的花卉，行

遍全国也许才会懂得只有牡丹才能称得起

国色天香。无怪乎一位游人写诗赞道：“朱

2

英万亩竞相开，唐阕汉宫何道哉?白玉碧

珠行处有，要看花海菏泽来!”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

狂”。“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从大诗人白居易和刘禹锡的生花妙

笔中不难看出牡丹往日的繁盛。诗中盛况

历千年今天又在菏泽呈现。牡丹盛开时

节，这里花似海，人如潮，出现了万人争

睹的动人场面。人们慨叹：看过此花不看

花，纵然有多少大红大绿，在牡丹面前都

会黯然失色。

在中国牡丹大家族里，菏泽牡丹共有

一千一百多种，分三类十型。三类有单瓣

类、重瓣类、千瓣类。十型有单瓣型、荷

花型、菊花型、蔷薇型、千层台阁型、托

桂型、金环型、皇冠型、绣球型和楼子台

阁型。“花二乔”一株两色，双娇可爱，各

领风骚，被誉为三国时美女大乔小乔的化

身，属玫瑰型重瓣类。“火炼金丹”红光闪

闪，炉火一般，花瓣间微露着黄蕊，酷似

金丹，属皇冠型千瓣类。“争春”因花开得

最早、争春先放而得名，属托桂型重瓣

类。荷包牡丹在牡丹园里独树一枝，其叶

子的形状像牡丹，粉红小花似荷包，所以

人们就叫它荷包牡丹。“丛中笑”像一位含

羞的少女，脉脉含情地注视游人，从不为

争宠而抛头露面。“大胡红”形若绣球，色

泽鲜红，枝干挺拔，花大盈尺，卓然群

芳，是红色花系里的佼佼者，属于皇冠型

千瓣类。“紫荆五星”原名五星红，外形酷

似红五星，且花内有花，五朵小花簇拥一

起，像是香港的紫荆花，人们又亲切地称

它为紫荆五星。“贵妃插翠”丛叠相映，红

粉相间，几片绿色的花瓣晶莹透亮，犹如

玉簪插在盛装贵妃的发髻上，于是人们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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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它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属于千瓣类皇

冠型。

菏泽牡丹千姿百态，花中有花，色中

有色，妙不可言。以花色而论，它可分为

红、白、黄、墨紫、粉、紫、粉蓝、紫

红、绿和复色十大系，堪称洋洋大观。古

人曾这样描述：“灼灼似群玉之竞集，煌煌

若五色之相宜。”红色花系是牡丹园的大

家族，品种多达二百余个，其中还有深浅之

分。“一品朱衣”星红玉柳，芳贯百花。

“春红娇艳”朝霞藏日，光彩陆离。“红绣

球”花瓣团聚，如迭碎霞。“首案红”状若

王冠，气宇轩昂。“胭脂红”深浅相间，胭

脂染成。提到胭脂红，花乡人至今感应不

一。据说在八十多年前，赵楼村前有棵二

百多年的牡丹王，树高丈二，花开数百

朵，远看红霞一片，香气袭人。曹州镇守

使陆建章为讨好袁世凯，把这棵牡丹移到

袁的公馆里，树不久枯死。消息传来，花

乡人悲痛欲绝。有人赋诗一首：“窃国大盗

用小人，国遭大难花不存。花农心血二百

载，毁于一旦痛煞人。”

粉蓝色花系虽不如红色品种多，但却

也姊妹成群。蓝宝石、蓝花魁、紫蓝魁、

吊枝蓝、冷光蓝、蓝田玉等，都是牡丹中

的上品。蓝田玉就是清代曹州花农赵玉田

精心培育而成的。此花之形半开张，花蕾

圆大，花开时呈浅粉蓝色，花朵之上蓝光

闪闪，非常惹人喜爱。当时曹州府主考官

马邦举，对此花大加赞赏，曾亲笔题写

“似兰如松”匾牌，授予了赵玉田。

粉色花系也是牡丹园里的一大分支。

粉彩球、粉容面、粉翠球、赛斗珠、翠娥

娇、青龙卧粉池，这些都是牡丹花中的名

品。百花园里的赵粉，稍弯曲的枝干，粗

壮的花梗，黄绿色的叶面，圆尖型的花

蕾，扯开大型的花朵，细腻整齐的花瓣，

发出阵阵清香，分外诱人。

历史上人们对牡丹的偏爱，首推黄牡

丹。如果说牡丹为花中王，那么姚黄可称

得上是王中王了。姚黄金楼干层，因其高

洁之性、芙蓉之势异于众花而受到人们的

推崇。“世上无双种，人间绝品黄。已能金

作料，更自麝供香”，就是对姚黄的绝妙描

绘。据史料记载，姚黄每年只开数朵，或

许是此花以少为贵，人们对姚黄总是偏爱

有加。北宋周师厚曾写道：“姚黄开时，都

人仕女必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

千里。”在那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为看花而

不顾千里奔波之苦，如果不是诗人言过其

实的话，那姚黄可就真不虚名为王中王

了。

牡丹王后的桂冠自然要落在魏紫的头

上，因为唐朝贞观年间昭布天下，官三品

以上服紫，紫、红二色也就成了达观贵人

的象征。“长安少年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

丹”。历史赋予了花色的地位，于是牡丹

花也好像依据自己的颜色有了高低贵贱之

分。菏泽紫牡丹品种繁多，除魏紫外，还

有葛巾紫、紫金盘、紫霞点金、邦宁紫

等。这邦宁紫就是明代曹州人赵邦宁多年

心血的结晶。

玉板白颜色如玉，古来就享有“玉板

一开天下白”的美誉。其花朵晶莹润泽，

枝干高挺，像一位衣着素装的少女，依树

临风，花朵摇曳，显得分外高洁。然而，

这白色的花在历史上曾一度受到冷落，就

连大诗人白居易也发出了“白花冷淡无人

爱”的感叹。今天就不同了，越来越多的

人喜欢它超凡脱俗、卓然而立、不溺繁华

的高洁气质。如今白花家族里名花迭出，

水晶球、赛雪塔、金星雪滚、玉兰飘香、

昆山夜光等形态各异，争放光华。这昆山

夜光花开千层，淡似白羽片片，观之青光

漫溢，格外引人注目。当夜幕降临时，群

芳容颜退隐，融于无边的夜色之中，惟独

3



菏泽牡丹志

昆山夜光青光闪烁，远远望去像一盏盏灯

笼护卫着群芳。

菏泽历史悠久，传说颇多，关于牡丹

的传说更是俯拾即是。没有传说，牡丹就

会逊色，就会缺少韵味。走进花海，你随

便指一朵花，花农就会告诉你一个动听的

名字，讲出一个动人的故事。传说或许是

美丽的，让你瞑思良久；传说也许有点凄

凉，让你发一声感叹，但你却会觉得不枉

在花海中走了一遭。

“群芳卸后吐芬芳，高挽香鬟拥绿

云。谢绝人间脂粉气，远山眉黛想文君”。

豆绿初开时为青绿色，盛开时渐淡，其色

如青弓，娇嫩妩媚，像睡梦初醒的姑娘，

面带羞涩地半遮半掩在绿叶之中，散发出

沁人肺腑的馨香。你可否知道，它原是牡

丹仙子头上的玉簪变成的。相传菏泽古时

候有个青年花农做梦都想着把花魁金匾挂

在自己的门口，百化仙子告诉他：“你如果

真地有志气，就到黄河滩上取土，到东海

汲水，花魁才能属于你。”说完从头上拔下

碧玉簪丢在地上，那玉簪绿光一闪就不见

了。青年花农跋山涉水，历经磨难，终于

在玉簪入土的地方培育出一株绿牡丹，夺

得了花魁金匾。这样，豆绿也就成了牡丹

中的珍品。

状元红，花大而艳，灿若晚霞。相传

有位已被招为驸马的状元郎千里寻亲，却

意外见到了大自己十几岁的妻子，是她侍

奉生父长达十七年。就在生父逼他圆房

时，一道圣旨传来，宣他进京成亲。父命

难违，君不可欺，他竟口吐鲜血，倒地而

亡。第二年状元坟上生出了一支牡丹，花

大如盘，色如状元锦袍，人们称它为状元

红。

在民间传说中，青龙卧墨池是献身者

的化身。在牡丹因天旱干枯的时候，小青

龙舍身盗滔池仙水拯救了牡丹。为报答小

4

青龙之恩，牡丹仙女携小青龙跳到泰山墨

池里免遭了杀身之祸，但自己却变成了与

众姐妹肤色不同的黑牡丹。若要细究关于

黑牡丹的故事，花农还会告诉你，女皇武

则天令百花盛开为之祝寿，唯有牡丹敢违

天命。武则天一怒之下将牡丹贬出长安，

一些誓死不离故土的牡丹被武则天纵火焚

之。第二年，这些牡丹竟神奇地开出了黑

里透红的花。

看不尽的牡丹花，说不完的牡丹故

事。你来菏泽不妨在观花之余到花农家走

走，和他们聊一聊，也许你还会更多地发

现牡丹的美妙。

地域文化的历史往往是南最具地域特

色的物象写就的，说到菏泽，恐怕唯有牡

丹。从地方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牡丹的

荣辱始终维系着这一方土地的兴衰。在花

乡的润泽中，牡丹写着自己的历史，也写

着菏泽的历史。明清时期，这里已成为全

国最大的牡丹基地。据史料记载，当时菏

泽牡丹的远销，北至燕冀，南至闽粤，东

至沿海一带。清道光年间，菏泽牡丹引植

北京故宫、颐和园，一时间香满京都。花

开时节，“欲就栏边安枕席，深夜闲共说相

思”，咏唱牡丹之声充满六宫。路遥迢

迢，关山莺霞，花农为繁育牡丹历经磨

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牡丹在古曹州的

发展中写下了靓丽的一笔。

拂去历史的烟云，今天的菏泽迎来了

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大京九铁路携京都

之神圣，穿越牡丹之乡，过大江直伸香

港；新亚欧大陆桥裹黄海之威仪，沐浴牡

丹之光，走沃野，西出国门，走向世界。

两条匍匐在神州大地上的巨龙在这里相

汇，叩响了这片热士，使菏泽牡丹焕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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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机。

天女散花落人间，大地飘香满乾坤。

带着菏泽人民的祝福，牡丹从这里飘然而

去，在各处落地生根，把美名留在了辽阔

的大地上。在全国几百个大中城市，菏泽

牡丹占尽明媚春光。仅首都北京建国后就

引植菏泽牡丹二十多万株，近四百个品

种，其中北京最大的卧佛牡丹园就是由菏

泽一次性提供二百七十多个品种、五千余

株牡丹构建的。这里的牡丹还远涉重洋，

成为友好的使者，美国、英国、法国、俄

罗斯、澳大利亚等二十几个国家遍布牡丹

的芳足。1981年日本岛根县引植菏泽牡丹

万余株，植于新辟的牡丹园内。菏泽催花

牡丹堪称一绝。一如春浴东风来，国色天

香隆冬开。冬赏牡丹在澳门展出，曾出现

了牡丹盛会四百年首见之盛大场面。每年

春节，香港市民都把菏泽牡丹作为富贵花

请到家中以图富贵满堂。

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

今日花王独领风骚，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

殊荣。在连续四届全国花卉博览会上，菏

泽牡丹荣获十三项科技成果奖、一项特别

奖，获奖数目位居全国之冠。在法国波尔

多市国际花卉博览会和美国匹茨堡国际发

明博览会上，菏泽牡丹和牡丹干鲜花分别

荣获银质奖。在三次香港国际花展上，三

次问鼎冠军宝座，名声大震。

自古牡丹出福地，从来牡丹出龙脉。

菏泽这片多情而有灵性的土地，不仅孕育

了仪态万千的牡丹，还哺育了一代又一代

的风流人物。历史上这里被称为天下之

中，风俗人民之富饶，山川文物之灵异，

灿烂的古代文明记载着这里闪光的一页。

一泓碧水诠释着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远古

文化，一垅黄土记载着一代兵圣吴起、孙

膑雄甲百万、纵横疆场的超人韬略，一条

大河滔尽了一位哲人庄子驰骋苍穹的睿智

和思考。范蠡看倦了宦海险恶，携西施到

这里定居经商，遂成富豪。黄巢一杆大旗

唤起了多少黎民百姓，水浒英雄忠肝义胆

映照中华几百年。今天携裹着牡丹的灵

气，更多的优秀儿女光彩中华。彭丽媛一

嗓清音响遍了全中国，张玉萍一支利剑夺

得三十六块武术金牌，穆铁柱一双巨手亚

洲篮坛定乾坤⋯⋯。牡丹靠花乡人昌荣，

花乡人借牡丹之灵气英才辈出，两相辉

映，相应成辉。

牡丹的芬芳浸润了这片土地，很多人

从了解牡丹开始得知，在这牡丹盛开的地

方曾是全国重要的粮棉和畜牧生产基地、

重要的经济林和用材林基地，尽而知道了

堪称国宝的鲁西黄牛、青山羊和小尾寒

羊。很多人从了解牡丹开始得知，在这牡

丹盛开的地方是中原油田的腹地，地下还

蕴藏着储量为五十多亿吨的华北第一大煤

田。很多人也是从了解牡丹开始得知，在

这牡丹盛开的地方早已走出了传统工业的

浅吟低唱，奏响了现代化工业的序曲。现

在珍爱牡丹的菏泽人民在这方沃土上尽情

地挥洒着他们的智慧，把牡丹点化成发展

菏泽的大手笔。作为花卉，牡丹飘洋过海

担当政治、经济的信使；作为药材，牡丹

根皮称为曹丹，是中药材之上品；作为文

化，它早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脉流，在牡

丹文化的大舞台上唱红了一出出经贸大

戏。花香染透了这片土地，给花乡人民带

来了兴旺和文明。这里的人们种花、爱

花、崇花、敬花，创造了多姿多彩的牡丹

文化。牡丹的美名不但广泛见诸于人名、

地名、商标、字号，也广泛地出现在戏曲

舞台、诗词歌赋、书画雕刻、建筑装饰等

各个方面。这些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

国花之乡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地方

各级领导和科技工作者为牡丹的繁荣和发

展呕心沥血，国际友人和海外同胞为牡丹

5



菏泽牡丹志

献出了深厚的爱，使牡丹这富贵之花开得

更美更艳。

牡丹花开干顷浪，飘来天下第一香。

牡丹用最美好的笑容迎来了八方宾客，牡

丹用醉人的芳香托起了菏泽的辉煌。一位

老画家迈步在牡丹园内，面对着这一望无

际的天姿国色几回欲画春风面，但总觉得

绝代荣华下笔难，于是欣然命笔，赋诗一

6

首：“雨过鼠姑争向阳，千姿万态逗人忙。

古称洛花甲天下，今听九州菏泽香。”阳

春三月，十里花开迷人眼，满园春色供品

评。这时如果你能亲临菏泽的话，闻闻这

花香，听听这传说，看看这乡风民情，恐

怕你会真地醉在这花海里，醉在这花香

里。



一、起源与发展

“竞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

香”。牡丹，被誉为花中之王，历来是和

平、繁荣、吉祥、富贵的象征。菏泽这块

美丽而古老的土地，由于盛产牡丹，成为

誉满中外的牡丹生产、供应基地和观赏圣

地，因而赢得了牡丹之乡的美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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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是我国的特产花卉和药用植物。

人工栽培的牡丹是由野生种演化而来的。

最初引种驯化原始形态的野生种，经长期

园艺栽种后，由于环境条件的改变，产生

了质的变异，人们从中再遴选出有实用价

值的变异类型。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表

明，中国牡丹主要由三大牡丹群和一些小

牡丹群组成。一是中原牡丹群，主要分布

在菏泽、洛阳、北京、西安一带；二是江

南牡丹群，主要分布在铜陵、宁国、彭州

一带；三是紫斑牡丹群，主要分布在甘肃

临夏、临洮、兰州、陇西一带。菏泽牡丹

属中原牡丹群，为多元起源，主要由黄土

高原及秦巴山地分布的多个野生原种参与

该品种群形成的。所以，菏泽牡丹从植株

的高矮、形态，叶的大小、形状的变化，

花朵的花色、花型变化三个方面，集中体

现了多个野生亲本的特征。

中国牡丹栽培历史悠久，迄今已有一

千五百多年。在秦以前典籍中，牡丹、芍

药不分，皆称芍药。宋·郑樵在《通志》

中也说：“牡丹初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

初日木芍药”。究其原因，在于牡丹与芍

药二者枝叶、花形相似，均为芍药科芍药

属植物，一为木本，一为草本所致。木芍

药更名为牡丹源于何时，常见的一说是

“牡丹晚出，唐始有闻”，出自女皇帝武

则天之手。说武则天善于改革旧制，包括

“木芍药”之类的花草名称，也在她改革

的范围。将“木芍药”改为“牡丹”，是

出于她的政治需要，宣布天下男人都要对

她赤胆忠心，一片赤诚，所谓“丹心”，

心赤如丹。“牡”，男性也。天下男人要一

片丹心为武岂；。仔细推论，这种说法不可

置信。因为事实上，牡丹之名早于唐代。

1972年，在甘肃武威市柏树乡考古发现的

东汉早期圹墓医简中，就有用牡丹治疗

“血瘀病”的处方，是迄今为止有关牡丹

的最早文字记载。成书于秦汉之间的《神

农本草经》(魏·吴普重述)载：“牡丹味辛

寒，一名鹿韭、一名鼠仙，生山谷”。可

见，至少在东汉早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发

现了牡丹及其药用价值，这已早出唐朝武

则天时期近六百年。既然牡丹最初是由人

们发现它的药用价值开始的，那么它的名

7

。，、

乓。

；1％i}，#、譬嚣％h肇Ⅶl蕞镬嚣鼢嚣鬻^转￡辱”¨q



菏泽牡丹志

称含义应当跟它的本身特性有关。明朝李

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从植物学的角度，

把牡丹名称的含义解释为“虽结籽而根上

生苗，故谓牡(指町无性繁殖)，其花红

色，故谓丹”。看来这一诠释，是比较恰当

的。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始于南北朝，隋、

唐时代逐步成为一种名贵花卉。唐开元年

间盛于长安；宋代洛阳、四川1天彭牡丹兴

盛；明代牡丹栽培中心又转移到山东曹

州、安徽毫州。那么，隋、唐、宋时期，

曹州境内有无牡丹种植?同答当然足肯定

的。据民间传说，隋代曹州就植有牡丹，

并出现了著名花师齐鲁恒。唐宋时期，境

内牡丹栽培面积逐步扩人，但凶曹州地处

偏僻，故一些文人墨客对此记载甚少。正

如清入毛同苌在《毛氏牡丹花谱·弁言》

中所说：“(吾曹)是古时非无牡丹，何故

特以洛阳出名?洛阳地系皇都，胜名易

传；吾曹地处偏僻，虽有牡丹放不彰耳。

嗣后，时移势殊，地质变迁，洛阳(牡

丹)渐次殄灭矣，而吾曹之牡丹乃著”。由

此可见，曹州牡丹的起源应当追溯至隋、

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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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曹州牡丹的大发展时期。明

万历年间(1573—1620年)，安徽毫州人

薛凤翔在《亳州牡丹史》中记载： “状元

红，成树，宜阳。⋯⋯弘治间得之曹县，

又名曹县状元红。”此书明确指出有八个

品种来自曹州或曹县。它们是：状元红、

金玉交辉、平实红、梅州红、花红平头、

绮新妆、乔家西瓜瓤、太真晚妆。薛氏所

记明朝弘治年问曹州牡丹交流到毫州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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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是目前为止曹州牡丹栽培见于文字

的最早记载。明人谢在杭曾任东平府(山

东省东平)太守，他在回忆路过曹州看牡

丹的情景时说：“余过濮州、曹南一路，百

里之中香风送鼻，盖家家畦园之中俱植

之，若蔬菜然”(《五杂俎》)。谢又在一

秀才家赏牡丹，“园可五十亩，花遍其中，

亭榭之外，几无尺寸隙地，一望云锦，五

彩夺目”(《五杂俎》)。明人于慎行编修的

《兖州府志·风土志》(1596年刻印)记

载：“古济阴(曹州)之地，⋯⋯物产无

异他邑，惟土人好种花树，牡丹、芍药之

属，以数十百种。”这一时期，曹州牡丹集

中在城东、城北，‘带，连阡接陌，万紫千

红，花园鳞次栉比。较著名者有何园、张

花园、巢云园、万花村、郝花园、毛花

园、赵花园、桑篱园、铁藜寨花园等。明

代，曹州已成为全国牡丹栽培中心，享有

“曹州牡丹甲于海内”的美誉。

清代，曹州牡丹更盛。成书于清康熙

七年(1668年)的《曹南牡丹谱》，记述

了当时牡丹的盛况：“虽屡遭兵燹，花木凋

残，不及往时之繁，然而新花异种，竞秀

争芳，不止于姚黄、魏紫而已也。多至一

二千株，少至数百株，即古之长安、洛阳

恐未过也⋯⋯。”谱中还列出曹州牡丹77

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赞美“曹

州牡丹甲齐鲁”，并为曹州牡丹中的两种绝

品——葛巾紫和玉版白写了一则爱情神话

故事《葛巾》，遂使曹州牡丹声誉远扬。乾

隆一朝，是曹州牡丹栽培史上的重要时

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急遽增加。

清乾隆二十一年本《曹州府志·食货志》

载：“牡丹、芍药之属数十百种，士族资以

游赏，贫人赖以养殖。”清乾隆五十七年

(1792年)，怀宁余鹏年继苏毓眉之后又

撰《曹州牡丹谱》，将曹州牡丹分为黄、

青、红、白、黑、粉、紫、绿八色，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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