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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帝庙遗址上改造的民俗馆在关帝庙遗址上改造的民俗馆

曹州百花园曹州百花园 旧貌添新颜旧貌添新颜
曹州百花园，在菏泽老城区的东北向，

距城约 8 里，坐落于牡丹区洪庙村的北
部。园区具有花色齐全、品种繁多、展示集
中等诸多特点，每年都会吸引国内外大量
的游客前来观赏。

周末，我刚到达曹州百花园的东门口，
就见门前游客蜂拥而至，呈现出“花开花落
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场景。 经过
升级改造之后的百花园，面貌焕然一新。
高大的门楼坐西朝东，墙体为白色大理石
板镶砌，阁楼为明清双檐宫殿式造型，斗拱
交错，檐牙高啄，突显得新颖而又别致，典
雅而又恢宏。门楣之上，悬“曹州百花园”
横匾，令人瞩目。门旁两尊石狮，颈系红绸
大红花，器宇轩昂。

随人流，穿门栏，跨台阶，进入园内。
迎面是三座青瓦白墙的大照壁，每个照壁
中间皆嵌有大型青砖浮雕牡丹图，古色古
香。绕过照壁，西望一片花海，姹紫嫣红，
竞相绽放，高低错落，随风摇曳，美不胜收。

往西是仿古式的“观花长廊”，黄瓦红
柱，南北走向。中间连有两座观光亭，一个
重檐圆顶，一个双檐六角，高高矗立，南北
遥相辉映，古朴而典雅，为园区增光添彩。

长廊周边为“百牡园”，这里有百年的牡
丹王群，是园中的一大盛景。园中有明清时
期的牡丹500余株，大部分株高2米以上，虽
历经百年仍生长旺盛，花大色艳，有的单株
花开近百朵。中间有株“清代牡丹王”，名叫

“紫绒莲”，正处于盛花期，花紫红色，重瓣
型，花团簇拥，风韵饱满。旁边立一标牌，上
面记有“清末郝家花园花工孙荣禄培育”。

园区东南角有株 400年的“明代牡丹
王”，周边铁栏相围，主杆已枯，高达丈余，冠
4米。近年根部又发出新枝，开出花朵，花呈
粉色，底含紫韵，荷花型，风姿绰约，香气宜
人，名为“玉翠荷花”，人称“牡丹王”，是国内
牡丹株龄最古老的一株。花旁立石碑一座，
上记“此花系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
士工部尚书何应瑞家花园培育”。

“观花长廊”再往西，有一南北向的空
中“玻璃栈道”，这是新建的一座游览观光
桥，在当今牡丹园中还是首条，长 125米，
宽 2米，高 2.6米，两端立有铁板登梯，道、
栏皆由透明玻璃镶嵌，中间设观景平台。
登上栈道，园内美景一览无余。

在园区东北部还有一园，为世界独有
的“太空牡丹”。2002年，200粒菏泽牡丹
种子搭载神州 3号飞船进入太空，绕地球

飞行 108圈，历时 6天 18个小时，首次在失
重条件下对牡丹进行变异实验。当年这批
种子植入百花园内，2003年发芽，成活近
百株。2006年首度开花，现在园内已有 50
余株进入盛花期，8种花色。

据史料记载，“百花园”始建于明朝嘉
靖年间，原名“万花村”。明神宗时工部尚
书何应瑞喜欢牡丹花草，曾在此购置土地，
建园栽植牡丹，人称“何尚书花园”，后由外
甥杨家经营。到清末，曹州总团练郝省谦，

洪庙村人，在家乡大修私家花园，在园内打
井修塘，种植牡丹芍药和奇花异草，周边栽
植柿树、梨树、桃树等，定名为“郝家花园”，
也曾繁盛一时。后因战乱，无人管理，逐渐
萧条，直至荒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村内组建了
牡丹特产队，在何家花园和郝家花园的基础
上，加以整修，用来培育牡丹和芍药，1958
年定名为“洪庙花园”。1982年，胡耀邦总
书记来菏泽视察，指示政府拨专款进行了重
建，命名为“百花园”。1990年再次扩建，面
积达 100余亩，更名为“曹州百花园”。2001
年再次升级改造，新建了东、北两个大门和
游客接待服务楼，还有牡丹培育工作室和牡
丹摄影工作室，使园区旧貌添新颜。

据园中高级农技师孙文海介绍，园中
除去特有的明清百年牡丹、现代精品牡丹、
变异太空牡丹外，还有外来引进的珍贵品
种，譬如赛雪塔、银红球、春红妖艳等。目
前，园中牡丹达 20余万株，品种达 820余
个，九大色系、八大花型齐全。因此，曹州
百花园成为了菏泽牡丹观赏的重要园区和
牡丹培育基地，也是世博会获奖最多的单
位，被誉为“牡丹精品园”。

文/邓文献 图/周东伦

近日，笔者走进单县时楼镇时油坊村，感
受牡丹种植特色产业村的“国花情结”。

花开时节，香溢村野。时油坊村种植牡
丹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村民张先玲说：

“大伙儿看中的不全是牡丹的雍容华贵，更注
重它的药用价值和文化价值。”

说起与国花结缘，村民就会想到曾在滕
州工作的时庸合。起初，老时看到当地人家种
牡丹比种庄稼强，就带回家 4000多株。当时
的时油坊村还是“吃大锅饭”，栽下的牡丹被个
别人视为“毒花”，险遭铲除，被冠名“罪魁祸
首”的时庸合跑回了滕州，几年不敢回家。

三年后，牡丹根茎长得又粗又长，村民偷
偷挖出来，剥皮晾晒成中药丹皮，1公斤可卖两
块钱，是粮价的10倍。村民时圣河家当年靠丹
皮收入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可把大伙儿眼馋
坏了，牡丹种植面积迅速发展到200多亩。

20世纪 80年代初，单县农村实行土地承
包责任制，时油坊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富
裕村。随后的几年间，靠牡丹种植加工，许多
村民成了人皆称羡的万元户。

为此，时油坊村在全县农村率先拉了
电、修了路、打了井。20世纪 90年代初，小麦
1公斤卖到七八毛，丹皮 1公斤是 17块钱，5
年后涨至 24块钱。这年，全村牡丹种植面积
达到了 400多亩。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乡村。”这
是村民刘卫华几十年来不曾改变的春联。刘
卫华介绍，每年四五月间，牡丹、芍药相继绽
放，风送花意，馨香四溢，周边丰县、砀山县、
金乡县的亲朋登门观花，络绎不绝。

1996年至 2000年，丹皮价格一路走低，
最终降到了 1公斤 4块钱，1株 10年龄的牡丹
不如 1株两年生的杨树苗。令人“伤心”的牡
丹，真的失去当年的风采了吗？然而，村里却
没有一家想要毁掉牡丹。村民说，牡丹对咱
有情有义，啥时候我们都不能无利而忘义！

花贱伤农。全国各地牡丹受损严重，而

时油坊村花农却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大家转
变种植经营思路，开始销售牡丹苗和观赏盆
景，20多位村民还跑到甘肃、新疆租田试种，
坐地推销家乡的牡丹花和丹皮。

留守村民开始扩张牡丹种植规模，有的
不光自家田地全部种上牡丹，还到邻村租地
种植。

花随人意。丹皮价格一路飘红，从 1公
斤 18块钱升至 42块钱，牡丹到了“最艳最香”
的时机。随后的几年间，丹皮价格持续低迷，
但产销仍有盈利。疫情后，丹皮保持高位价
格，供不应求，早先曾被人们视为废物的牡丹

籽榨出的油翻了几倍，这又是一笔“意想不
到”的增收。

花农刘志科种植牡丹近 50年，对国花感
情甚笃。老人说，他几乎没种过其他作物，牡
丹有情意，他始终不离不弃。

前几年，时油坊村成立牡丹种植合作
社，120户花农成为社员，实现了产业转型升
级。“从育苗、苗木、花蕊、花朵、丹皮、丹籽等，
每个环节都有不等的收入。”合作社负责人时
维艳说，与国色牡丹相识、相守、相伴半
个多世纪，这种情结早已深深地烙在
大伙儿的心灵深处。文/图 刘厚珉

菏泽牡丹始于隋朝，兴于唐宋，盛于明
清。菏泽牡丹有 1300多个品种，花色丰富多
彩，花型千变万化，深受人们喜爱。

在菏泽曹州牡丹园里，有一个名字叫叫““花花
二乔”的牡丹格外耀眼。它同一花枝能开紫红能开紫红
和粉红两种花色，鲜艳美丽，很受人们喜爱人们喜爱。。
牡丹“花二乔”的前世今生，流传着一个美丽的
神话传说。

很久以前，曹州有一对同胞姐妹，姐姐叫
大乔，妹妹叫小乔。俩人整天形影不离，相处
得像一个人。她们俩都非常喜欢牡丹，有时间
就跑到牡丹园里，为牡丹松土、施肥、浇水，把
一棵棵牡丹照料得无微不至。

姐妹俩 18岁那年，有一天，突然从北方飞
来一条凶猛、粗壮的大黑龙，它在牡丹园上空
盘旋飞舞。顿时，牡丹园上空黑云密布，不见
了天日。忽然，黑龙打了个震耳的喷嚏，不一
会儿，天上便开始下起雨来。细细的雨下个不
停，奇怪的是雨水却是黑颜色的，像木炭般的
黑水落到牡丹上，牡丹花便枯萎起来，高挺的
花朵也无力地垂下了头。

一个时辰后，黑龙飞走了，雨停了，太阳也
露出了面容。这时，乡亲们纷纷跑到牡丹园
里，大家被枯萎的牡丹惊呆了。这里的人们以
牡丹为业，牡丹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没有了牡
丹花，就等于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粮食，乡亲们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从西边的天空飘来一朵白云，
白云上站着一位白发银须的仙翁，他声若洪
钟，对百姓们说：“要救牡丹，只有杀死黑龙，把
它的血滴在牡丹花上，牡丹才能复活。记住，
被黑水淋过的牡丹只能活七天。”说完，仙翁便
不见了。

杀死黑龙，谈何容易。大家不知道黑龙在
什么地方住，也不知道黑龙什么时候来，乡亲
们再次陷入绝望中。忽然，人群中有人说道：

“这事就交给我们吧，就是有千难万险，我们姊
妹俩豁出生命也要杀死黑龙，救活牡丹。”大家
顺着声音看去，原来是大乔、小乔两位姑娘。

一天过去了，不见姐妹俩行动。两天过去
了，也不见俩姐妹行动。有人便想去找她们打
探情况，可是姐妹俩却关着大门，待在屋里不
出来，就这样一直过去了 6天。

第 7天早上，枯萎的牡丹园里突然长出了
999朵新鲜美丽的牡丹花，到中午时分，牡丹园
上空又开始乌云滚滚，天空又出现了那条大黑
龙，它盘旋着，飞舞着，看到地上还有一大片牡
丹没枯死，便恶狠狠地朝那些牡丹打了个喷嚏，天上便急唰唰地落
起黑雨来。奇怪的是，新出的 999朵牡丹花淋着黑水却一点也不枯
萎。黑龙感到十分惊异，便想落下去看个究竟。当它落到离地面
还有 5尺高时，突然，从牡丹叶上钻出了大乔、小乔，她们每人手中
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剑，姐妹俩使出全身力气，猛地刺向黑龙的左
眼、右眼。

“啊！”黑龙惨叫一声，双眼被刺瞎了，黑龙痛苦地在地上翻滚
起来。姐妹俩毫不畏惧地与瞎了眼的黑龙搏斗起来。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到第三个时辰，姐妹俩才把黑龙杀死。大乔、小乔看着
死在地上的黑龙，长长地出了口气，说道：“这下牡丹有救了。”说完，
就累死在黑龙旁边。

原来，这 999朵牡丹是姐妹俩花了 6天 6夜时间用纸扎成的。
因为她们知道，黑龙第 7天一定会来的，便趴在牡丹下，袭击黑龙。

乡亲们听到喊杀惨叫声，纷纷前来助阵。他们看到死在地上
的大乔、小乔，都心痛地哭了。最后，乡亲们把两个喜爱牡丹的姐
妹合埋在了牡丹园里。并把黑龙的血抽出来，滴在一棵棵即将枯
死的牡丹上，不一会儿，牡丹都复活了，又恢复了往日的美丽和芬
芳。

第二年春天，在姐妹俩的坟上，长出一棵牡丹。到了谷雨时
分，那棵牡丹开花了，一朵花却有两种颜色，人们都说这是姐妹俩
的化身，便把这种牡丹叫作“花二乔”。 魏建国

菏泽牡丹种植历史悠久，素有“曹
州牡丹甲天下”的美誉。

牡丹被誉为富贵花，其象征寓意
为世人所好，在唐朝是达官贵人最喜
爱的一种花，贵妇、千金以簪牡丹花为
时尚，也成为非常摩登的一种潮流。
诗仙李白赞美杨贵妃的《清平调》“云
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
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既
写出了美人如牡丹绽放的鲜妍如斯雍
容华贵，又侧面写出了牡丹傲娇妩媚
的芳容。而刘禹锡笔下的牡丹花“唯
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给
它贴上了千万级粉丝追捧的标签，到了
四月长安都城无人不赏花，无人不赞
花，甚至倾巢而出万人空巷，盛况空前。

牡丹的花期较短，在正常情况下
自然花开花谢最长二十天。故白居易
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
狂”之语。其盛花期，一般是在农历的
三月，五一前最为繁盛。一朵朵小如
婴拳，大如手捧的牡丹迎风轻摆、身段
苗条，姚黄、魏紫、赵粉、墨润、绿玉
……色彩斑斓、争奇斗艳，令人见之忘
俗餐眠俱废，令人如同《聊斋》里的洛
阳书生常大用“徘徊园中，寻典春衣”
而不得不流连忘返了。

菏泽古称曹州，素有家家户户遍
植牡丹之习俗。或是这一方水土特别
适应牡丹生长的缘故，爱花之人比比
皆是，小院屋角、田园陇亩皆可见牡丹
身影。菏泽栽培牡丹历史悠久，各大
名园不胜枚举。仅以保存牡丹品种繁
复、年代久远的即有古今园、百花园、
曹州牡丹园、中国牡丹园、牡丹精品园
等不下十余个。

古今园原为明朝王氏花园，园子
不大，非常精致。园中以黄绿墨牡丹
为主，兼及红白牡丹等品种，花虽然不
多，但不乏有栽植于明代万历年间距
今 400多年的牡丹王。园中有王氏祖

王猛之墓，掩映在园中林木花树一角，或可聊慰这位几百年前
的爱花之人的寂寞。

百花园面积较大，约有 500多个牡丹品种。园落设计独
特，长廊回环往复，古典的雕梁画栋，现代的璀璨灯光，皆蕴含
牡丹元素。玻璃栈道横贯南北，居高俯下，各色牡丹簇簇拥
拥，单繁花瓣错综交横，风起时一起摇摆，花头乱点轻掩羞涩，
迎客而来，仿佛身临其境于蒲翁《聊斋志异·葛巾》的故事中，
徒自赞叹常大用与牡丹仙子的艳遇之美。

曹州牡丹园为菏泽名园，国家 4A级景区，游乐设施健全，
赏花游玩两不误。五大观赏区 80万株牡丹，映日灿霞，红拥
翠抱，若论规模数量可堪菏泽之最了。园中既有浩瀚无比品
种搜罗较为齐全的牡丹花，也有亭台楼阁水榭曲廊，珠联璧
合。而标志性建筑牡丹仙子塑像与高高的牡丹花篮遥遥相
对，相映成趣。

日色西沉，暮光返照，牡丹更添光彩。在东北角上，一座
古寺“禅香寺”钟磬悠扬，梵声阵阵，佛祖菩萨，宝相庄严，香火
很旺。虔诚的善男信女，也在祈祝美好幸福生活如牡丹花开
一般灿烂吧。

菏泽，城因花而名，花因城而美，牡丹之都名不虚传。
马如龙

近日，在牡丹区委广场，一名工艺美术师在制作牡丹主题的文化创意产品。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动牡丹资
源、文化创意设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牡丹产业链不断延伸，牡丹面塑、牡丹瓷、牡丹画等文创产品层出不穷，
着力塑造“牡丹文创”品牌形象。

记者 李若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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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半 个 多 世 纪 的“ 国 花 情 结 ”

——单县时楼镇时油坊村牡丹产业发展史

美丽产业美丽产业““花花””样菏泽样菏泽

等待出售的牡丹苗等待出售的牡丹苗
牡丹花海走秀牡丹花海走秀

记者记者 周东伦周东伦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