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流淌千年的灿烂文明凝聚成一株牡丹，会开出怎样绚烂的花朵？
当“国花”牡丹遇上“国宝”大熊猫，会是怎样的奇妙体验？
这个春天，那就到四川彭州看看吧。
正值春意正浓时，第40届成都（彭州）天彭牡丹花会暨牡丹文化季已拉开帷幕。得益于大自

然的钟灵毓秀，灿烂辉煌的历史传承，这里与大部分中原牡丹名城有着完全不同的别样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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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年前，南宋大诗人陆游遍访彭州名花，在淳
熙五年正月写下了著名的《天彭牡丹谱》，文中赞扬牡
丹“在蜀，天彭为第一”。这部在牡丹园艺史上占有极
重要历史地位的花谱，使得天彭牡丹的知名度走上了
巅峰，成为中国牡丹版图中重要的一席。

回望天彭牡丹之胜景，正是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华
灿烂文化史。

牡丹原产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山间丘陵，相传是神
农尝百草时发现的。彭州也流传着长寿鼻祖——彭
祖在古彭州丹景山一带炼丹发现牡丹的故事。后世
人称此山“丹景第一”，故名为“丹景山”。

彭州栽培、观赏牡丹始于唐。据清嘉庆版《彭县
志》记载，唐代高僧无相禅师，由新罗国来到我国，徒步入
蜀，拜师修行，讲说佛法，主持修建了丹景山金华寺，开始
种植牡丹。牡丹伴随寺庙建成、香火旺盛而徒步繁衍。
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天彭牡丹可用于“礼佛”。

到了后蜀时期，天彭牡丹迎来了发展史上第一个
高潮。后蜀皇帝孟昶最宠爱的“花蕊夫人”最爱牡丹
和芙蓉，孟昶不但下令在牡丹苑中大量培植收集新品
种，还诏令所属少数民族地区贡献当地牡丹。花蕊夫
人《宫词》云：“牡丹移向苑中栽，尽是藩方进入来。未
到末春缘地暖，数般颜色一时开。”此时，天彭牡丹品种
群基本形成。

宋朝时期，前所未有的盛世将天彭牡丹带向了巅
峰。《广群芳谱》引《成都古今记》：彭城牡丹在蜀为第
一，故有小洛阳之称。天彭谓之花州，牛心山下谓之
花村。中国第一部牡丹诗词集，是名满天下的“红杏
尚书”宋祁所著的天彭牡丹诗词集，具有里程碑式的历
史文化意义；陆游入蜀为官八年，在此期间仿欧阳修的

《洛阳牡丹记》体例写了《天彭牡丹谱》。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陆游在文尾思忆东京汴梁、西京洛阳遍植牡丹的
场景，通过记述天彭牡丹表达渴望收复故土的爱国情
怀，也赋予了天彭牡丹所独有的爱国品格。

古往今来，无数名人与天彭牡丹结下了不解之
缘。诗人杜甫、陆游、薛涛、张元量、范成大、杨慎、张
大千等都留下了关于天彭牡丹的传世佳作，汪元量
《彭州歌》里的“彭州又曰牡丹乡，花月人称小洛阳”已
经成了彭州的城市宣传语；范成大的一句“彭州花槛
满西楼”更是为复兴天彭牡丹、恢复天彭牡丹花会提
供了历史依据；陆游回到故乡绍兴后，对天彭牡丹念
念不忘，又写下了《忆天彭牡丹之盛有感》——常记彭
州送牡丹，祥云径尺照金盘；明代著名学者杨慎也曾两
次游览丹景山，醉卧牡丹坪，在《两游丹景山》中，描绘
了丹景山的绮丽风光与名胜；曾经在丹景山写生的国
画大师张大千留寓海外后，时常把思乡之情融在画笔
上，画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牡丹。特别是题画
诗“不是长安不洛阳，天彭山是我家乡。好共诗人订花
谱，天彭花是故乡花”，经常被引用在文化界期盼祖国
统一的文章里。

和中原牡丹不同的是，天彭牡丹以“野逸之美”更
具观赏价值和审美情趣。生长于山水之中，天彭牡丹
不仅株高叶茂、花大颈长，还漫山遍野开得自由而灿烂，
尤以悬崖断壁皆生之野趣享誉中外。陈子庄创作丹景
野牡丹图，改变了中国画家以“富贵”之气质一统天下的
局面，为中国开创了一个画牡丹的新时代；上世纪九十
年代，中国花卉协会牡丹芍药分会将彭州确定为与河南
洛阳、山东菏泽齐名的全国三大牡丹观赏基地，专家们
给出的入选理由正是“长于山野、天然野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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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彭州城区沿着湔江河谷逆流而上，目之
所及，景色犹如画卷般铺展。沃野千里、田园牧
歌、高山河谷、森林雪山……这条长约 60公里、
面积超 100平方公里的城市廊道一直延伸到龙
门山，与大熊猫国家公园融为一体，回荡着立体
山水的“彭派之声”。

从濛阳天彭主城的“双城段”、从天彭到丹
景山的“人文段”、从丹景山到龙门山的“河谷
段”，百里画廊不仅连通了山与城、贯通城与乡，
还囊括了彭州几乎所有的产业园区、景区景点
和特色文化，未来将成为整个彭州的产业廊道、
景观廊道、治理廊道、生态廊道和文化廊道。

这里有一望无际的生态蔬菜和丰富的天然
泉水，金色的油菜花、翻涌的麦浪、沉甸甸的稻穗
和翡翠般的蔬菜，奏响了一年四季的田园牧歌。

这里有供奉佛祖舍利的龙兴塔，有与三星
堆一脉相承的古蜀遗址，有中国最大的宋代金
银器窖藏，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彭州白瓷、军屯锅
魁、九尺板鸭，有中国川剧之乡，有漫山遍野的
桃红梨白……众多特色文化元素，是数千年灿
烂文明最生动的讲述。

这里有连绵的龙门山，奔腾不息的湔江，有
大熊猫栖息的生态家园。从丹景山到龙门山的

“河谷段”是百里画廊最精华的部分。国际旅居
目的地——法式风格的白鹿音乐旅游景区、国
家级无人机飞行基地——天空之眼、两大中国
元素——牡丹花和大熊猫，还有大熊猫国家公
园、龙门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国字号元素，彰
显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彭州表达。

让文化成链，让产业成链。千年牡丹的城
市 IP托起了一个个新场景、新产业、新功能、新
要素，打造古蜀文化展示中心等历史文化场景；
做强海窝子民俗、白鹿音乐等一系列彭派文化
品牌；推动无人机等优势产业沿线布局；串联山
地运动、民宿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科普研
学、音乐体验、运动赛事等景观业态……

千丈龙门落平川，百里流光映风华。“百里
画廊”与古老的湔江相伴而行，既传承了古代

“天人合一”智慧，也体现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数千年的辉煌文明在当下更加熠熠生辉，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天彭牡
丹，承载着浓重的人文情结，见证着历史的兴衰。一
株花与一座城，在千年的淬砺中完成了相互成全。

1985年，天彭牡丹被定为彭州市市花，自那年以
来，彭州已连续举办了四十届天彭牡丹花会，已成为
中国西部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牡丹花会，每年春
日会期，丹景山牡丹遍山漫野，千姿百态，野趣昂然，
为中外游人所赞美，国际树木协会副主席G·L·奥斯
蒂博士上山考察天彭牡丹，欣然题词赞誉这里为“人
间天堂”。1999年，送展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天彭
牡丹获得了国际奖项之后，更是名声大震。

国运昌时花运昌。走过千年的时势沉浮，天彭牡丹
也以它的命运起伏阐释着“太平盛世喜牡丹”的至理。如
今的天彭牡丹，承载了彭州“击鼓奋进 尚德鼎新”的城市
精神，正以更加灿烂的姿态在当代发扬光大。

如今的彭州，已拥有丹景山、天彭牡丹保育发展中
心、天彭牡丹园、丹景翰林盛世牡丹、杨氏牡丹园在内的
多个牡丹培育、观赏基地，在品种选育上成绩斐然，并已
形成集天彭牡丹品种收集、研发、繁育、种植、深加工、推

广应用、休闲赏花、科普研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地。
漫步在天彭牡丹保育发展中心，这里正是史书记

载“牛心山下谓之花村”所在地，满园花开姹紫嫣红，
仿佛回到了当年牡丹极尽繁盛的时期。这里收集培
育牡丹 10万余株，品种多达 350余种，囊括了牡丹家
族红、粉、黄、绿、白、蓝、紫、黑、复色9大色系，单瓣、重
瓣、千瓣3大类别，荷花、皇冠、金杯、托桂、台阁、金蕊、绣
球、菊花、蔷薇、千层台阁等10大花型，包括国家一级保
护植物牡丹品种紫斑牡丹，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牡丹品种
四川牡丹、滇牡丹、圆裂牡丹，以及玉楼子、丹景红、白雪
塔、香玉、金腰楼、青龙卧粉池、绿幕隐玉、墨润绝伦、紫
蓝魁等珍稀品种300多个。

而丹景山上，则又是一番野趣盎然。在这座山川
灵秀、古迹众多的 4A级景区，共栽培牡丹 300余万
株，品种300多个，蜀秀园、丹霞园、牡丹坪、大千园等
12大牡丹观赏园区沿点缀其中，沿着山道寻香而去，
穿着汉服的游人，争奇斗艳的牡丹，今年景区还特别引
入了无人机外卖特色服务，仿佛穿越时空，灿烂历史和
现代文明在此交错，别有一番奇妙的体验。

源远流长源远流长 传承千年的国色天香传承千年的国色天香

穿着汉服赏牡丹成了一种潮流穿着汉服赏牡丹成了一种潮流

历经沉浮历经沉浮 牡丹城市牡丹城市IPIP发扬光大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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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山湔江河谷也是大熊猫生态栖息地龙门山湔江河谷也是大熊猫生态栖息地 高仕蓉高仕蓉 摄摄

丹景山牡丹花会丹景山牡丹花会 李兰英李兰英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