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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绽 唐元印象

咸 阳

乾县牡丹乾县牡丹

兴平牡丹兴平牡丹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蔡婷蔡婷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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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古渡廊桥咸阳古渡廊桥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蔡婷蔡婷 摄

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
是牡丹。

4月 12日，落日余晖，“醉”美
牡丹。咸阳湖二期细柳营公园牡
丹专类花卉园里，凌花湛露、洛阳
红、珊瑚台、霓虹幻彩等各种牡丹
争奇斗艳、分外妖娆，引来游客们
打卡拍照、直播花海、怡然自乐。

摄影爱好者冯渤海带着妻子、
女儿前来打卡拍照，女儿冯雯洁挽
着母亲刘秋燕的胳膊，对着镜头微
笑，父亲举着相机，蹲守花丛，调好
光圈，按下快门，一张美美的照片

“新鲜出炉”。
画面中，落日熔金、花朵缤纷、

枝叶碧绿、母女俩幸福的微笑让画
面更为温馨。

“成咧！照片美得很！”冯渤海
满意地向妻子展示。“咸阳湖每年
牡丹花开我都会带家人来拍照，
今年已经是我们与牡丹的第 6次
合影了！”

湖边锻炼、湖边赏花已经成为咸
阳市民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之一。

“今年的牡丹花尤其漂亮，来
观赏的人也特别多，我就住在附
近，最近天天来湖边赏花、锻炼，心
情特别好，这些年，咱们咸阳的人
居环境越来越好，大家的幸福感、
获得感也更强。”市民陈百辉说。

不与百花争报春，春深时节始
登陆。咸阳湖畔，“牡丹仙子”正肆
意绽放芳华、吐露芬芳，任由游人

合影拍照、临摹芳姿……
牡丹有谢时，咸阳处处芳。作

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咸阳湖
景区有国色牡丹园、荷塘映月、古
渡廊桥等几十处景点，年游客接待
量超 1000万人次，素有“一城绿树
半城湖”之称，游客可在这里春游
繁花万亩，夏品荷塘悠悠，秋有层
林尽染，冬看飞花盛景。

秦地最胜，无如咸阳。并非牡
丹“一枝独放”，咸阳满园春色邀您

“上春山”。
这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历史之

城，曾是周、秦、汉、唐等 13个封建
王朝的都城或京畿重地。

这是一座人文荟萃的文化之
城，这里有 5313处文物遗迹，28位
帝王长眠于此，800余座陪葬墓组
成的“中国金字塔群”绵延百里。

这是一座物华天宝的富饶之
城，乾陵、袁家村、马嵬驿等景区年
吸引游客超过5300万人次。

这是一座通达四方的枢纽之
城，居于祖国版图几何中心，是中国
大地原点所在地，四方等距、衢通八
方，距离西安市中心仅25公里。

……
盛世辉煌，江山多娇，这样的

咸阳，文旅产业正绽芳华。
近年来，咸阳市文旅产业以

建设“一市一地”，构建“三线三
链”，推进“百镇百品”为发展总目
标，充分发挥“帝陵”“明城”鲜明

标识，启动咸阳湖秦文化城市夜
游等一批助推融合发展、赋能城
市更新的重大文旅项目，全面激
发文旅发展新动能。

文旅产业体系更加完善，文旅
产品供给更加多元，文旅融合发展
更加繁荣。全市有A级旅游景区
48家，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 4个，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4个，省级
旅游特色名镇 17个、乡村旅游示
范村 25个，历史文化、乡村旅游等
多个旅游品牌加速形成。

仅 2024 年“秦风十里 咸阳
等你”春季系列活动将开展咸阳演
艺铜车马乐队街头音乐会、“秦时
明月 古渡廊桥”秦风主题沉浸式
演艺等113场次系列活动。

花径日日为客扫，蓬门时时为
君开。邀请八方来客跟着繁花游
咸阳，跟着展演游咸阳，跟着赛事
游咸阳，跟着文物游咸阳，跟着乡
愁游咸阳，跟着美食游咸阳，跟着
时尚游咸阳。

如果说盛唐时的长安文化繁
荣、商业活跃、兼容并蓄，宛若一朵
娇艳欲滴的“冠群芳”，那么，今天
的咸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厚积
薄发、是一朵香味浓郁的“香玉”。

黄土陇上，草木蔓发。一枝芬芳
千年的“香玉”牡丹通体雪白、馨香
幽幽、迎风挺立，似在吟唱“渭城朝
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咸阳日报全媒体记者 第五雪）

三月咸阳城，千花昼如锦。
乾陵脚下，牡丹丛丛，冲天怒放，

似在展示武则天的霸气凛凛、君主气
度。马嵬驿旁，芳草萋萋，娇艳明美，

映衬得杨贵妃雕塑愈发丰腴美丽、雍
容华贵。从唐元初绽，到盛世芬芳，
咸阳牡丹历过岁月的千淘万漉，依然
灿烂壮观。

又是一年春好时，兴平贵妃牡丹文
化艺术节、大唐牡丹文化旅游节相继开
幕，成千上万名游客上春山、赴花约，一
起揭开这枝“千年牡丹”的神秘面纱。

迎宾来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
露华浓。”这首诗是李白在长安任
翰林时所作。当时唐明皇与杨贵
妃在沉香亭观赏牡丹，因命李白作
新乐章，遂有此诗。

咸阳市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中
部，渭水穿南，嵕山亘北，山水俱阳，
故称咸阳。作为周、秦、汉、唐等13
个封建王朝的都城或京畿重地，这
里有太多的人物和故事值得分享。

在咸阳浩如烟海的古籍里，数以
万计的文物中，有太多“牡丹”身影。

世人盛爱牡丹，那是因为牡丹
雍容华贵的气质与开放包容、自由
进取的盛唐气度密不可分。唐朝
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牡丹的栽
培中心在长安，牡丹由武则天引种
宫苑以后，在长安形成了一个自上
而下的推广种植热潮，牡丹的分布
也迅速由宫苑波及高级寺观、达官
贵人宅第，最后及至一般士人家中。

就这样冲天怒放、灿烂绚丽的
牡丹迅速融入长安文化，成了大家
喜闻乐见的花卉。

咸阳长眠着 28位帝王，乾陵
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
陵园规模宏大，陵域占地“周八十
里”（《唐会要》），除主墓外，乾陵还
有 17个小型陪葬墓，永泰公主墓
就在其中。唐永泰公主墓墓道口，
宝相花缀满拱形墙壁，宝相花以牡

丹为主体，至今仍花红叶绿，绽放
君王风姿。

如果说，墓道口的朵朵牡丹是
偶然为之，那“贵妃簪花”便是牡丹
在咸阳的又一力证。

在兴平市杨贵妃墓景区，立有
一尊高 3.8米，底座 2米的杨贵妃
汉白玉雕像，雕像面容恬淡，发髻
高耸，头戴牡丹，玉臂交叠，美目深
邃，有“闭月羞花”之美。

唐代以后，牡丹已入百姓家，
咸阳博物院有一面元代铜镜——
四凤牡丹纹铜镜述说着牡丹“百姓
家事”，该镜直径 27.9厘米，厚 0.8
厘米，重 2300克，其上雕刻两凤两
凰，凤凰间隔处点缀着两朵折枝并
蒂牡丹及叶子，似凤鸟穿翔于牡丹
丛中，轻盈曼妙，栩栩如生。

时至清朝，人们为喜爱的花草
赋以祥瑞、美好、富贵之意，其中，
颇爱以牡丹入画。咸阳博物院馆
藏明清书画展上就有这样有一幅
《玉堂富贵图》，画卷合绘牡丹、玉
兰、海棠，玉兰高耸，海棠点缀，嫣
红、紫红、粉红等各色牡丹花头饱
满，绽放画中，并有落款“花品姚家
旧长雄，三千佳丽让中宫。”

牡丹丹青，牡丹雕刻，牡丹诗
句……无不讲述着咸阳与牡丹的
不解之缘。

红花簇簇，落英缤纷，芬芳至今。

国色

从贵妃簪花到信手捻花，那枝
“贵人独有”的牡丹早入寻常百姓家。

“简直太美了，牡丹花不愧是
花中君王！”

4月12日，乾县大唐牡丹园暗
香浮动、人流如织，游客雷丹和闺
蜜们看见满园牡丹兴奋得小跑起
来，她激动地说。

两百亩牡丹花海里，收集培
育牡丹 162.26 万株，品种多达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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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
球、菊花、蔷薇、千层台阁等 10大
花型，园内最为著名的当属 800
余株百年牡丹古树，花株高大，
一树一品，花树成林。

牡丹古树博览园中，一桌一
椅，笔墨纸砚齐全，演员吴琼霞扮
演“上官婉儿”，她头戴官帽，身穿
红袍，悬肘题字，写下祝福，引得游
客驻足观看。

“帮我写个万事胜意！”“来个春
风得意！”“我要张花好月圆！”……
大家争先恐后，留下美好心愿。

在这 800株百年以上紫斑牡
丹古树中，特意挑选 10株特色牡
丹并以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媚娘、
杨贵妃等唐代美女命名，让游客

“沉浸式”体验唐文化。

“据说，公元 664年，下弦月照
亮群山，太平山中万花齐放，41岁
的武则天和李治夜宿于太平山，山
上一朵奇大无比的白色牡丹艳丽
绽放，此时，武则天生下一女，名为
李令月，太平山也因此改为万花
山。太平公主能力非凡，《资治通
鉴》评价说‘太平公主沉敏多权略，
武后以为类己，故于诸子中独爱幸
’。这株牡丹花开艳丽，花径最大
可达 28 公分，热情奔放，气度不
凡，我们称它为‘太平公主’！”园区
负责人张迎国说。

一边听盛唐故事，一边赏百年
牡丹，游客们紧跟张迎国的脚步，
不知不觉间已是中午时分。

此时，景区旁边的农家乐高朋
满座，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有道

“牡丹饺”，饺子以白牡丹、大肉为
馅，是餐桌上的必点菜。

“从没听过花还能做饺子馅，
牡丹花的清香直击味蕾，让人回味
无穷！”游客张鑫竖起大拇指。

乾陵文创馆里热闹非凡，游客
们正在认真挑选，想把最喜爱的礼
物带走。

“文创产品里销量最好的就数
牡丹系列，牡丹香膏、牡丹口脂、牡
丹护手霜等产品成为大家必点的

‘乾陵游伴手礼’。”乾陵文创馆工
作人员张倩说。

◆ 灿烂 千年迭兴

◆ 芳华 盛世多娇

看花容、闻花
香、赏花姿、食花
味，牡丹花香涌
动，芬芳满城，也
形成了独特的“美
丽经济”。

4月 15日，兴
平市贵妃牡丹园
人气满满，大家正
奔着这“芬芳”而

来。百亩牡丹园里，9大色系、10
大品种牡丹一应俱全，游客不用去
洛阳也能一睹牡丹芳泽。

“刷抖音看到这里牡丹花开得

很好，就约上老姐妹一起来赏花！”
78岁的关成梅和姐妹们游走于花
丛中欣赏牡丹、拍照打卡，她说：

“为了拍照好看，我们专门穿了一
身马面裙，早晨 7点多就从咸阳出
发，拍了很多美照哩！”

牡丹盛放区游客打卡拍照，牡
丹晚开区工作人员正忙劳作。

郭村村民王云芳常年在牡丹园
工作，边疏花边说：“我家离这两里
路，走路十分钟就能过来，在牡丹园
工作，离家近还轻松，非常满意！”

贵妃牡丹园里，像王云芳这样
的群众不在少数，他们在花丛忙

碌，也对这片牡丹园爱得深沉。
“银丝贯顶牡丹有两棵，另外

酒醉杨妃、冠世墨玉、豆绿、荷包牡
丹等稀有品种咱都有哩！”王云芳
如数家珍。

“我们有观赏牡丹 50亩，药用
牡丹 20亩，芍药 30亩，花期从 3月
持续到 6月，门票收入保守估计在
50万元左右，另外还有药用牡丹等
到秋天也有收益。”兴平市贵妃牡
丹园负责人王凯宏说。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
若狂。一片牡丹园，美了城市，富
了群众，引来了游客，红火了经济。

乾县牡丹乾县牡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