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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县牡丹志s出版问世，是全县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件大事。由衷欣慰，

谨书此文，权以为序。

牡丹，是中国传统名花，它娇艳多姿、雍容华贵、富丽堂皇，兼有色、香、

韵三者之美，享有“国花’、 “富贵花“、 ”百花之王”等盛名美誉，被视为繁

荣昌盛、幸福和平的象征。历代文人墨客吟诗作画，极尽讴歌赞美。古县三合白

牡丹，相传始于唐代，距今]300多年历史，她以无与伦比的高大枝株，美仑姜

奂的素艳花朵，花龄千年的悠久历史，流传广远的神奇故事，倾倒了无数的知花

人，被誉为“天下第一牡丹”。

古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资源型经济具，煤焦产业几乎是唯一的支柱。我

2003年9月到古县任县长，杠下乡调研中看到了煤焦产业繁荣发展，也感觉到了



背后的隐忧。古县有煤有焦，这是眼前的优势，但有限的资源采完之后怎么办·

单一的经济结构是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的，这一点在上世纪末曾得到验证，广大干

部群众对改变这一现状也有着共同的心愿。如何利用煤焦良好的形势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优化县域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成为我莅政的一大愿望。在调

研中我发现，古县不仅有着丰富的矿藏，更有着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文化旅游

资源，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战国名相蔺相如墓地闻名退迩，树龄逾千年的四大树

王， “千年圣泉”延庆观，省级文物热留关帝庙，隋唐名将罗成阵亡的淤泥河和

众多古战场、古驿道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三合白牡丹，第一次见到后，我就被

她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风韵和美丽的传说深深吸引和震撼，发展旅游，带动三

产，优化县域经济结构的战略构想在我的脑海中由此萌生。

经过广泛调研论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发展以牡丹为龙头的旅游业在四大

班子和全县干部群众中形成共识。从2004年开始，我们借市委、市政府打造

“文化强市”的东风，将牡丹旅游景区开发列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程，开

始了大规模建设。2007年，县委、政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着“发展大

旅游、开拓大市场、形成大产业、实现大跨越”的目标，把旅游与核桃、双孢

菇、煤焦化、建材并列为五大主导产业，进一步加快了建设步伐。短短几年时

间，筹资数亿元对牡丹景区和整个流域进行了山水田林路、乡村亭园景的全方位

综合治理，旨在以三合牡丹景区建设为龙头，打响天下第一牡丹品牌，带动全县

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到目前，牡丹园、关帝庙、牛儿岭狩猎场等20余处景点相

继完成，公路、通信、电力、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到位。特别是高9米、长

60米的景德镇彩色陶瓷浮雕壁画由国内外名贵牡丹品种组成，绝世罕见．高39米

的牡丹仙子像，由北京房山汉白玉制成，天下无双，牡丹景区建设基本成形。同

时，我们沿石壁河流域1 0余公里，种植牡丹、金菊等各种名花，漫山遍野，姿态

各异，打造花的海洋、花的世界，让世人领略“古县归来不看花”的独特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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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牡丹花，把古县这个山区小县推向了大世界，推向了大市场，推向了更

加广阔的发展空间c从1 997年开始．石壁乡连续举办了十届牡丹花会，牡丹节

期间的游客人数从最初的两三万人，到2005年突破1 O#'Jk，2006年达到1 5万

人，2007年更是人如潮涌、车水马龙，人次达到25万人。正是旅游业的发展。

让古县吸引了廿人的眼球，正是旅游业的发展，为古县的招商引资搭建了广阔的

平台：正是旅游业的发展，使古县这颗藏在太岳山深处的明珠展现出熠熠照人的

光彩。古县变了，古具人也耍了。他们由过去的自卑到现在的自信．不远的将

来，将作为古县人而自豪。

事、肚是茂蒜的大树，文化是大树的根本。在古县牡丹景区开发建设和全县旅

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特别注重文化建设同步发展的问题，不断挖掘千年

牡丹文化t打造牡丹文化品牌。古具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 古县牡丹志，，历经

阿年寒暑一众手写志，数易纲且，几经评议．终于威书。，古县牡丹志，从多个

角度、不同层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古县牡丹量区建设和旅游业发展的经过和成

就，深度展示了“天下第一牡丹”诱人的魅力和独特的风姿，同时收编了众多广

为流传的民间故事和～咎脍炙人口的诗词，是一部可读性、导游性、收藏性都很

5虽的志书，是为当代及后世奉献的 部宝贵的史料文献，也是为我县2。08年举



办首届“中国·古县天下第 牡丹文化旅游节”献上的 份厚礼。希望这部书的

出版，能给广大读者了解千年神牡丹、了解牡丹旅游景区、了解古具旅游业并进

而了解古县提供帮助。我们也衷心地期望能借此推介古县旅游品牌，推进古县旅

游产业，进而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实现又’怏又好发展，长远造福于古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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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牡丹

位置环境

闻名天下的古县牡丹生长在古县石壁乡三合村。古县位于山西省中南，临汾市

东北，北距省会太原250／z●里，南距市府临汾55公早。三合村位于古县县城的东南

部，距离县城20公里。从地理环境看，古县地处太岳山南麓。巍巍隆起的太岳山，

主峰老爷顶海拔2346 8米，是晋南最高的山峰。老爷顶向南，绵延起伏的山地丘陵

便是古县的腹地。三合牡丹就生长在这腹地之中。牡丹生长的附近环境，两山夹一

河。南山陡峭，石壁耸立北山坡缓，多为农田，向东5公里，便是森林地区，源自

林区山地的石壁河由东向西经千年牡丹脚下缓缓流去。

非凡花姿

古县牡丹一个根系上孳生出数十枝花干，组成了一簇蔚然壮观的花群。最高花

-TZ3米冠塌溉2平方米丛围16朱叶子有柄，羽状复叶，小叶鹅掌形，墨绿色。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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