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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功能区展示传承脉络

11月 3日，天朗气清，在曹

州牡丹园观花楼前的牡丹主观

赏区，牡丹专家赵信勇正带领

10余名工作人员栽植牡丹，四

大历史传承展示区的牡丹种植

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这片区域

按照时间轴划分为传统牡丹展

示区、新中国培育牡丹展示区、

改革开放培育牡丹展示区、新

时代培育牡丹展示区。为了保

证观赏效果，我们挑选的每一

棵牡丹都生长健壮、根系发达、

株型圆满。”赵信勇说。

曹州牡丹园占地 1600 余

亩，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品种

最多的牡丹观赏园，也是展示

菏 泽 牡 丹 文 化 的 重 要 平 台 。

为更好地提升牡丹景观档次、

讲好牡丹故事，中国园艺学会

牡丹芍药分会副秘书长、牡丹

省级农高区高工庞志勇今年 9
月提出在曹州牡丹园建设菏

泽牡丹历史传承展示区的建

议。经市文旅集团和曹州牡

丹园管理人员充分酝酿讨论

后 ，10 月 初 工 程 进 入 实 施 阶

段，目前即将竣工。

新增的 4个历史传承展示

区中，传统牡丹展示区主要种

植 1949 年前菏泽保存下来的

118个传统牡丹品种，新中国培

育牡丹展示区主要种植 1949
年至 1978年菏泽培育的近 300
个牡丹新品种，改革开放培育

牡丹展示区主要种植 1978 年

到 2012年菏泽培育的 300多个

牡丹新品种，新时代培育牡丹

展示区主要种植近年来菏泽培

育的 100多个牡丹新品种。

“118 个传统牡丹品种是

菏泽保存下来的中国传统牡丹

品种的精华。据山东农业大学

喻衡教授统计，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传统牡丹品种仅剩下 166
个，菏泽保存下来的 118 个传

统牡丹品种占了全国总数的

70%以上，对中国牡丹起到了

保种保源的作用。当年这批牡

丹集中种植在曹州牡丹园，目

前我们把它们梳理、整合在一

个相对集中的区域，进行集体

展示，可谓意义重大。”庞志勇

说，“1949 年至 1978 年菏泽培

育的近 300 个牡丹新品种，是

在 118个传统牡丹品种的基础

上繁育出来的，花更大、色更

艳，而且生长势强、抗病能力

强，比如冠世墨玉、乌金耀辉、

香玉等，这些品种享誉国内外，

是菏泽为中国牡丹产业发展做

出的又一个历史性贡献。”

庞志勇介绍，进入新时代，

菏泽科技工作者和广大花农在

牡丹育种领域迸发出巨大的热

情，在短短 10余年时间里又培

育 出 一 批 新 品 种 ，如 华 夏 一

品、金奖一品、黑幕、红魁等。

这些牡丹品种性状更加突出，

比如有适合切花的品种，有花

色更艳的国旗红等，这些新品

种背后都蕴含着意义隽永的

牡丹故事。

一朵牡丹花 讲述千古情

千百年来，一朵娇艳的牡

丹留下了令人回味无穷的传奇

故事和眼前的繁花似锦。走进

菏泽牡丹花海，你随便指一朵

花，花农就会告诉你一个动听

的名字，讲出一段动人的故事。

“何园红、何园白诞生于明代的

何家花园，其主人为我们留下

了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

庞志勇介绍，此园隋唐时期就

有，正式建于宋代，明万历年间

御史何尔健买下了这个花园，

改名“凝香园”，又名“何家花

园”。何尔健四处为官，无暇管

理花园。其长子何应瑞负起管

理重任，不断收集、培育牡丹名

种，何园白、何园红、黑牡丹、绿

牡丹皆出此园。当时“凝香园”

闻名遐迩，成为北方八大名园

之一。

何应瑞于明万历三十八年

考取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常州

知府、河南参政、副都御史、工

部尚书等职。他对牡丹情有独

钟，曾经著有《牡丹诗》一首：

“廿年梦思故乡花，今到开时始

到家。几许新名添旧谱，因多

旧种变新芽。摇风百态娇无

定，坠露从芳影乱斜。为语东

皇留醉客，好教红日护丹霞。”

足 以 见 其 对 牡 丹 感 情 之 深 。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

帝吊死煤山。何应瑞闻讯悲痛

万分，后绝食七日殉节。

说起菏泽牡丹，就不能不

提到状元红。据菏泽籍著名

青年学者、央视《百家讲坛》主

讲人荣宏君介绍，园艺家薛凤

翔所著《亳州牡丹史》详细记

载了 270 多个牡丹品种，其中

曹州牡丹品种就不下 20种，他

还对其中 9个直接来自曹州的

牡丹名品做了详细描述。在

介绍“状元红”时，薛凤翔特意

交代，这个品种“弘治间得之

曹县，又名曹县状元红”。就

是说这个品种在弘治年间从

山东曹县获得，所以又叫“曹县

状元红”。

赵守重，一位土生土长的

菏泽牡丹专家，对搜集、整理、

保护我国传统牡丹品种作出了

卓越贡献，培养了赵孝知、赵孝

庆、赵孝崇、赵建朋、赵建修等

一大批牡丹专家。为了纪念他

为中国牡丹作出的突出贡献，

1964 年，有关部门将赵守重培

育的一个牡丹新品种命名为

“守重红”。此花颜色浅红、叶

展大方、株干挺直，具有积极向

上、勇往直前的高贵品质。

“冠世墨玉”是一个非常雅

致的牡丹名字。“冠世墨玉和粉

中 冠 是 一 同 培 育 出 来 的 ，于

1970 年 播 种 ，1973 年 初 次 开

花。”牡丹专家赵孝庆回忆。当

年培育出来后，大家发现这种

黑牡丹比传统品种黑花魁、烟

笼紫、青龙卧墨池花更大、色更

深。“当时，济南来了两名记者，

再加上我们两个技术员，大家

在一块看牡丹时，决定为它起

一个响亮的名字。”赵孝庆回

忆，最后四个人每人出一个字，

通过集字的方式确定了“冠世

墨玉”这个名字。

借助历史文化完成“重塑”

曹州牡丹园自20世纪80年

代建园以来，经历了多次提升改

造。庞志勇说，希望通过今年的

提升改造，借助历史文化对曹州

牡丹园进行一次“重塑”。

20世纪 80年代初期，菏泽

先后建起赵楼牡丹园、李集牡

丹园等，初步形成了牡丹生产

和观赏中心。1982 年，胡耀邦

同志视察曹州牡丹园时，指示

“要建以牡丹为主的花园，让群

众四季有花看”。1983年，曹州

牡丹园建成，西大门是一座仿

古牌坊门楼，正中悬挂镏金匾

额，上书“曹州牡丹园”，这 5个

苍劲有力的大字是著名书法家

舒同所题。1991 年，观花楼和

天香阁同时开工建设，两座建

筑构建别致、古朴典雅。

2002年 11月，按照同济大

学的规划，管理部门对曹州牡

丹园进行了重新建设。重建之

后，曹州牡丹园成为以牡丹为

主题的植物公园，园内四季有

景可看。园内还建成了一座向

游人系统介绍牡丹历史文化的

大型建筑——国花馆，它是世

界上第一座牡丹博物馆。2006
年，管理部门又在主观赏区建

设了牡丹九大色系圃、十大花

型圃、十二个品种资源圃。

2009 年，管理部门按照国

家 5A 级景区标准对曹州牡丹

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提升改

造。改造后的曹州牡丹园规模

更大、功能更合理、牡丹品种更

全、植物配置更丰富，达到了四

季 有 花 、四 季 常 青 的 景 观 效

果。曹州牡丹园逐步形成一个

以牡丹观赏、培育为主，集休

闲、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

市政公园，达到人文、自然、科

技的和谐统一。

自市文旅集团接管以来，

曹州牡丹园进行了整体提升，

高标准完善了部分景区，打造

了一批质量高、影响力大、带动

力强的文旅项目，提升了综合

实力。今年牡丹节会前，曹州

牡丹园围绕提升服务水平，提

高游客满意度和旅游体验感，

精心打造了一处“百年牡丹”精

品园，原有的金属观花平台更

新为古色古香的仿古观花亭，

建设了文化长廊。

“菏泽牡丹文化是物质和

精神的总和。”庞志勇说，“曹州

牡丹园是见证菏泽牡丹产业发

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示菏泽

牡丹文化的重要平台，我们希

望通过此次提升改造，借助历

史文化对曹州牡丹园完成一次

‘重塑’，让其更具观赏性和历

史厚重感。”

金秋时节，曹州牡丹园景区实施提升改造，深入挖掘菏泽牡丹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现别样人文特色。此次改造后园内新增4个历史传
承展示区，何园红、何园白、状元红、赵粉、豆绿、守重红、冠世墨玉、景玉

等900余个不同时代的精品牡丹品种集体亮相。这些精品牡丹背后有哪些不为
人知的故事？此次提升改造对菏泽文旅产业发展有什么意义呢？近日，牡丹晚报
全媒体记者进行了采访。

900余种精品牡丹扮靓“花样菏泽”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

“

曹州牡丹园内，工作人员在移栽牡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