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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花卉志
(内部发行)

鄢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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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l是爱美的。花卉是美好的象征，是人们点缀、美化

生活环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把万

案千红的自然景观带到了亿万人家，增添了人们热爱生活、

奋力建设的力量。

鄢陵地处豫东平原，泉甘土肥，是南花牝移、托花南迁

的适中过渡区，宜栽各种花卉．早在一手多年前．这里已有综

合园林植物栽培，明代有“花都"之称，是我们祖国百花园中

的一个绚丽的花园。封建时代，栽植花卉只为少数人观赏，

供达官显贵事用，多为“贡花"。栽植的品种和面积都很有

很。时代变迁，历经蛊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鄢陵

花卉又得以蓬勃发展，遍及千家万户，面积达数千亩。成为

酃陵种植业的一大优势。 ．

鄢陵花卉品质优良，名扬四海者数蜡梅、桂花、月季、

相‘桔和桧柏，其中以蜡梅为最。热爱蜡梅，乐以梅花自喻；

栽植蜡梅，以养蜡梅为快，已成鄢陵民风。故全县上下议定

蜡梅为鄢陵“县花"。

我也曾题词咏赞鄢陵蜡梅l“百代盛誉蜡梅冠天下，而

今故国中兴， ‘花都’又春风，万众蜂忙，图强争雄"。即

是鄢陵花卉在整个经济振兴中新发展的写照。

适逢全国盛世修志，花卉自然应是鄂陵志书中着重记载

的一个方面．然而旧志对此记载零散简断，未能反映鄢陵花卉 厂

誓。否



的历史面貌．因此，县志编纂委员会根据修志为现实服务的宗

旨，组织力量编写了这本反映鄢陵特色的《鄢陵花卉志》，

从不同方面详细记载了鄢陵花卉生产在不同时代的兴衰，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发展，为扩大花卉生产提

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代趋势。愿此书能为发展花卉生严发挥

作用，对花卉栽植和爱好者有所补益。 ·

中共鄢陵县委书记 邓留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鄢陵花卉志》就要付印了，县志总编室要我写一篇序

文。盛情难却，只好此此短文，权作序。

《鄢陵花卉志》是一部专业性地方志，最大特点是填补

了鄢陵花卉专业志书的空白。它记述了千余年来鄢陵

花卉栽培的历史和古今花卉名品，名固，名人，要事。总结世代

花师花匠勤劳智慧的结晶，是地方志苑中一技初绽的奇葩。

鄢陵花卉栽培历史悠久，古有“花都’’之称。特别是蜡

梅，无论品种，栽培技术，遣型都别具一格，．有“鄢陵蜡梅冠天

下∥之蛊誉。近几年来，政通人和，百业兴旺，人民生活大

为改善，传统的花卉生产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全县艺花者已遍

及十一个乡(镇)，一百零三个村庄。其中柏梁乡的姚家．大马

乡的靳庄、半百岗等村，春夏秋冬，四季花香，大固小园相

连，花开花落不断。一批农民巳转向专业花卉生产，一些名贵

花木得以再生，重献于社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其佛手盆

景、古桩蜡梅分别被选进人民大会堂和省人民会堂。花

卉收入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已占有一定地位，花卉生产进入了

它的黄金时代。此时，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鳊修

花卉专志，意义重大，代表了全县人民的心愿，也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责任，是一项无愧于后人的事业。

《鄢陵花卉志》在收集、整理资料和编纂过程中，编者

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古今资料、事件作了认真，



细致，、；住确的精炼。它的成书，是卜项重要的科学成果，是

一部颇有价伍的历史资料，无论对后人或是我县当前的花卉

生产都将起到难以估价的作用。
。

鄢陵县人民政府县长 崔广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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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鄢陵花卉志》是一部记载鄢陵花卉生产发展历史

前专业志，共分概述、花卉生产，花卉经营，花卉科研与人

才培养、人物、艺文，大事记，附录八部分。 ．

7

二，本志着重写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花卉生产的发展及

现状，突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花卉生产的重视与支持，突

出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能。

三、本志对旧资料的选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新

资料尤以文字资料为主，日碑资料为辅。

四，本志编写采用图、志，表、录相结合的体裁，有关

内容附有照片。语体文，记述体。

五、本籍人对花卉生产有重大贡献或影响者立有传或简

介，在外花工列表。 一

六、以载史料为主，技术性资料从简。
+

． 七、历史纪年沿通称，注有公元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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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第一章 概述1。。．，

鄢陵位于河南省许昌地区东部．东经l l 4 o
0 2’——+

l l 4。l 9 7，北纬3 3 o 4 6’——3 4
o

l 4 7。南北长

6 0公里，东西宽l 8公里，总面积8 7 l平方公里，耕地

g 2．7 3万亩。东邻扶沟，西界许昌，南接西华，北毗尉

氏，西南壤临颍，西北连长葛。，西去许昌3 6公里，北去开。

封9 0公里，西北去郑州l 2 0公里，均有柏油公路相通。

鄢陵属黄河冲积平原，地势较平坦。境内有东北西南流

向的季节性河流及古河道遗址2 0余条。地下水资源丰富，，

多为淡水。，土壤主要属潮士和砂礓黑土。地质多为轻壤或中

壤。土体深厚，耕层疏松。7 0％的土地适宜种植花卉。气

候属华中亚热带纬线的北部过渡地区和华北温带纬线地带过。

渡地区，为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适中，热量，光照’

等气候资源丰富。年平均气温l 4．3 oC。，历年平均日照

2 4 3 8．2小时。太阳幅射总量是l 2 0．5 8千卡／

平方厘米。年平均≥0 oC积温5 2 6 8．4 oC。历年平

均降水量6 8 8毫米。历年平均无霜期2 l 5天。冬，春之．

际干燥多风，夏秋之间炎热多雨。同时具有我国南方、北方

两种气候特点。真可谓泉甘土肥，气候宜人，非常适宜予南

北不同气候、土壤条件下的各种植物的生长。不管是南方香一

花，还是北方甜果，移植在这里，生长表现都非常好。如经

过l"-'--2年的培育，北移南植成活率比直接移植高5 0％

以上。“是南北花卉交替、培养的理想基地，是驯服南北花．

，l=二级一覆～{I％雾茹一|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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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的天然试验场，也是沟通南北花卉的桥梁"。

鄢陵花卉栽培历史悠久，《诗经》中已有青年男女互增

“芍药黟的记载。唐代(6 1 8——9 O 7年)就出现了大

型综合园林植物的栽培(今县城西街有遗址)。 ，

北宋(9 6 0——：l 2 7年)建都开封，置鄢凌为京

都直辖县。导蔡(古音沙)河自汴经鄢陵南入颍水，’通漕运。

在县城南5公里处设马栏镇，．“置重臣统兵守防努(杨侃

《皇畿赋》)。鄢陵城为北连京都、南接江淮的水陆交通枢

纽，是京南著名的军事，商业中心和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

地。也是南方诸省官宦显贵、士子文人，商贾客旅入京，北人

南去，京官南巡的必经之道。著名诗人范仲淹，韩琦，苏

轼、黄庭坚，朱熹等都曾来过鄢陵。加上朝野上下辟园筑圃

和京都人养花之风大盛，为花卉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有

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地处远郊，交通方便的鄢陵恰恰适

应了这种需要，出现了专以养花为生的农户。，个别朝廷大臣

也来鄢陵辟建园林。花农为了适应京都花卉市场的需求。。精心

培育也许多婀娜多姿的盆花，插花，品种优良的菊花和蜡

梅。到北宋及南宋初，鄢陵人多避难予苏、皖、江南，刚刚

兴起的花卉种植业随之衰落。 ．

金，元(1 l 2 7——1 3 6 8年)时期，花卉种植止

见于少量寺、观，庙宇之内和部分官绅园圃之中。

明代(1 3 6 8——l 6 4 0年)，．鄢陵不仅仍然保

持它作为南北交通要道的地利，而且自永乐以后，人1：3得到很

快发展，农，桑，花卉生产也迅速恢复。除此之外，士予进士

及弟者连科不绝，从明初到明末2 7 0余年阅，，鄢陵这个只

有五万人口的小县就有进士2 0余人，还出现了一榜五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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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奇迹，鄢陵籍官吏充满朝野。他们中间，有父子尚书，

有兄弟同朝。故有“朱明天下鄢半朝"的说法。在外做地方
官者无数，他们的足迹遍及山东、江苏、福建、浙江、四‘

Jll，湖南、湖北、陕西，山西、辽东，江西、广东、北京等

地。这些人本人或其家属，大都在家乡占田辟园，从各地^．

源源不断地移回各种奇花异草，山茶，茉莉、柑桔、兰花，

日本菊、朝鲜牡丹等等，多不胜举。以致嘉靖《鄢陵志》称

“花卉名品甚多"。官绅之家如此，中小地主争效仿之。大

户大园，小户小园，构成了以县城为中心，北至韩老家村，

南至马栏镇，东至胡岗，西至罗寨方园数十里的规模宏大的

花卉栽培区。这中间，有供游赏玩乐的“桃花延袤十里，亭

台楼榭”的庞大的陈参议家花园，也有品种花卉众多， “千

里之外一时称名园"的刘尚书家花园。他们破落之后，其花’

园便由其花匠管理、继承、延续、保留下来。与此同时，还出．

现了专以供出卖花卉苗木的花圃。花卉销售地区也从宋代的

开封延伸到南京，西安，汉口、寿州等地，名贵花卉蜡梅远

销北京。时人称鄢陵为“花都"，江陵人曹卞路过鄢陵，曾

发出了“一入鄢陵望眼迷黟的慨叹。长洲诗人汪苕文路过此

地，也写出了“鄢陵野色平于掌，也有江南此景无矽的赞美
诗。

到了清代(1 6 4 5——l 9 1 1年)，‘风靡一时的鄢

陵园林花卉，虽经“兵乱之际，家园无主，．土人皆摧折为

薪”(顺治《鄢陵县志》)，但很快又恢复起来。一些明来

遗民入清不仕，纷纷隐居乡间，莳菊种竹， “以养花为事，，

(《鄢陵文献志》)，广大花农也重开旧业，大开花圃。花

卉生产很快达到明代水平，盆景造型也有新的发展和创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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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行销全国各大都市。有的花农也开始被召入皇家御园当

花师，当时“鄢陵称花县”(《鄢署纪闻》)。÷小 ，

中华民国历时3 3年，其阎战乱频繁，灾荒连年，．民不

聊生，百业俱废，花卉市场更为萧条。鄢陵花卉生产也因之

而逐日减少。据民国《鄢陵县志》记载：1936年，垒县花木销

量只有l o万株，年收入1 0 0 0 0元，花农有的改行，有

的则徒居城市谋生。据调查：1 9 3 7——1 9 4 9年l 2

年闯，全县就有6 0 0余名花农迁往外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

心花卉的发展。1 9 5 8年，县政府为了尽快发展花卉生

产，达到“遍地花香’’的目的，·方面鼓励广大花农种植花

卉，～方面迁姚家村花农子全县五个公社，专门划给土地，’令

其辟建花圃，专以养花为业。，1 9 5 9年，北京林学院城市

及居民绿化系派出师生l O 4人，在陈俊愉教授带领下，来到

鄢陵姚家花园考察实习，对鄢陵花卉栽培的历史与现状作了

全面的调查研究，总结了鄢陵花农栽培花木的丰富经验，结

合现代农业科学，给鄢陵花卉生产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科

学依据。县政府也在姚家花园办起了园艺中学。l 9 6 0年，

县里又办起了国营园艺场，推动了花卉生产的发展。为北

京、上海，天津，武汉、西安、开封、郑州等大中城市提供

了大批花卉苗木，也为这些城市选送了一批优秀花工。l 9 6

2年以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阻碍了花卉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黟中，花卉生产被说成是为封、资、修

服务，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数十万株花卉茁木

被砍，数百亩花圃改作农田，数百年树龄的古桩被劈烧，

数十种珍贵的花木艺术造型被毁坏殆尽，使花卉遭受一场空

4

霍：‰篓墨《蠢爨篇；謦l!鬻麟㈣荔_



前浩劫，给广大花农带来沉重的灾难。连素有“花园”之称

的姚家村的花卉也基本绝迹。l 9 7 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鄢陵花卉生产枯木逢春，重新恢复和发展起

．来。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村新的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

使花卉生产得到了解放。特别是“五讲’’，“四美"，“三热

爱"活动开展以来，随着祖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花卉市场更加广阔，极大地鼓舞和最大

限度地调动了广大花农的种花积极性。l 9 8 O年，以姚家、

靳庄．西许等村为首，出现了养花重点户，专业户和联合体。
11 9 8 3年，中共鄢陵县委，县政府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组织

花卉生产，为广大花农及时提供技术，信息，沟通流通渠道，

批准成立了“鄢陵县花卉学会"和“鄢陵县花卉公司"。并

多次召开花卉生产座谈会和经验交流会。1 9 8 4年初，县 -

政府又及时召开了花卉生产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1 984)

1号文件，打消了花农思想上的顾虑，花卉生产发展更快

了。据花木公司不完全统计，止l 9 8 4年8月底，全县

已有1 1个乡、镇l 0 0多个村庄发展联合体花圃3 6个，-

专业户1 5 0 0余户，总种植面积2 5 0 0余亩，花卉品种1

4 0 0余个，苗木1 6 0 0万株。仅蜡梅适生苗就有I 5 0

万株，品种蜡梅5万余株。各种花卉年产值1 0 0 0余万

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4％，是鄢陵农民的主要副业收入。

花卉行销全国2 7个省、市、自治区。l 9 8 5年1月2

日，中共鄢陵县委、县政府又专门召开了鄢陵籍外地8 0
一

余名花师“振兴鄢陵花卉座谈会黟，并在会上聘请了3 0余

名信息员，为大力开拓鄢陵花卉商品生产奠定了基础。目

前，全县花卉生产从业人员4 0 0 0余名，在外地富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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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工就有3 o 0名左右，，+并有两名在国外工作，构成了一
个巨大的信息网。现在花卉生产方兴未艾，’并且根据社会要一

求开始改进生产手段，向生产中高档花卉发展，从过去的盲

目生产逐步转向在信息指导下有计划的发展。最近，鄢陵又

被河南省人民政庶批准为花卉生产基地， “花县"正在放射‘

着夺II的异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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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花卉生产 7。

● ●

一，花卉分布

． ’’(一)点分布区域 。 ： ．

●．

’

． ～’。一‘，。～√

据文献记载；·
～

北宋(960～1127年)， ，

县城西门外有崔工部花园，县南马栏镇西有梅花(蜡

鹅)庄。 ，
t

元(1 2 7 l—l 3 6 8)

．县西柏梁有赵通判家花园，各寺庙内有少量花卉分布。

明(1 3 6 9一一1 6 4 4)．

县城四周“郊遂之间，栽植殆遍弦。远离县城者，北有

东，西韩老二村，西有漆井村，张坊村，伏村，东有胡岗
村。南有马栏镇周围，东．西杜郎二村，西南罗寨村，常寨村，

半百岗村、靳庄村、王敬庄村、刘氏庄村、梁老家村。而家

有三，五株为观赏者，多不胜述。 。

清(1 6 4 4——1 9 l 2)‘

初同明代，后又有北新庄村、大马村，于寨村，姚家村．

官寨村、。竹园村、只乐村。

中华民国(1 9 l 2——l。9 4 9)

县城东关，予寨村、大马村、姚家花园村、靳庄村、半

百岗村、北新庄村、陈老庄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据县花卉公司l 9 8 4年8月现状调查的不完全统计。

鄢陵花卉生产分布于l 1个乡，镇，1 0 0多个村庄(场)。

乡村名子种植面积如下表；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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