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国皇帝开创北京赏菊文化先河

受到中原宋人的影响， 又与契丹
文化相融合， 北京 （幽州） 形成了重
阳节 “饮菊花酒 ， 食生兔肝和鹿舌
酱” 的特色习俗。 那么， 作为全国菊
花文化中心之一的北京， 是从何时开
始赏菊的呢？

公元1004年秋，也就是宋真宗景德
元年，辽国的萧太后亲率大军南下，深
入宋国境内。 在宰相寇准的苦苦劝荐
下，宋真宗亲自到澶州督战，两军相峙
数月。 终于在十二月， 宋辽订立了合
约，结为兄弟之国 ，史称 “澶渊之盟 ”。
自此以后百余年间， 宋辽之间再也没
有大规模的战争， 而且经常有使臣往
来。 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民间交
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都是非常有利
的， 也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的交流创造
了条件。

就是在这个时期， 大量宋人栽培
的精美的观赏菊花由开封来到北京 。
宋代是中国菊花快速发展的一个时
期 ， 出 现 了 世 界 上 第 一 部 菊 花 专
著———刘蒙的《菊谱》，里面记述了35个
菊花品种，包括黄、白、紫、粉和复色等
花色。 此外， 还有范成大的 《范村菊
谱》、沈竞的《菊名篇》等8部菊花专著，
各谱中记载的菊花品种已经累计达到
200余个，有金铃菊、喜容菊、桃花菊、龙
脑菊等等。 同时，菊花的栽培在宋代也
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出现了大立菊，这
是一种特殊的栽培形式， 每株菊花开
花数百朵乃至数千朵，整齐排布、同时
而开，场面富丽，气势雄伟。 大立菊也
是菊花栽培中最复杂、 难度最大的一
种。 宋人还用菊花裱扎成菊花塔、菊花
障子、菊楼等造型 ，可见喜爱之深 ，技
艺之高。

辽国的第八位皇帝辽道宗耶律洪
基，就是在《天龙八部》中与萧峰结拜，
封了萧峰南院大王的辽国皇帝， 对汉
文化极其钟爱，更是偏爱菊花。 据说，
他曾多次派使臣到宋朝的都城开封去
寻访名菊， 移植到北京 （当时叫南京
城），并广泛种植。 每到重阳节的时候，
北京城南面的丹凤门、 开阳门和北面

的通天门、拱辰门内都会摆放上百株的
各色菊花。 重阳当日，这位爱菊的皇帝
就会邀请群臣和文人墨客到宫城内观
赏菊花，并赏赐菊花酒。

据南宋诗人陆游在 《老学庵笔记》
中的记载，辽国丞相李俨知道这位辽道
宗喜爱菊花，就在赏菊后即兴做了一首
《黄菊赋》给皇帝，皇帝看后非常喜欢，
并兴致勃勃的赐批了 《题李俨黄菊赋》
一首。 李俨的《黄菊赋》虽无从可考，但
道宗的诗却流传了下来：

“昨日得卿黄菊赋， 碎剪金英填
作句。 袖中犹觉有余香， 冷落西风吹
不去。”

这首诗既是赞《黄菊赋》，更是赞扬
菊花。 它把赏菊佳句比作缤纷的菊花，
余香袅袅，风吹不散，赞赏之情，溢于言
表。 “袖中犹觉有余香” 一句写得极有
韵味，与“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异曲同
工。 而结尾“冷落西风吹不去”，既点出
了菊花开放的时节，又表现了菊花独立
寒秋的气节，表达了这位皇帝爱慕高洁
的志趣和审美。 在诗歌史中，这首诗被
列为辽诗中的上乘之作。

这样一位热爱菊花、仰慕汉文化的
辽国皇帝， 开创了北京赏菊文化的先
河。 在他在位的46年间，北京赏菊之风
日渐兴盛，到了辽代末期，重阳节赏菊
花已经成为北京的雅俗。 因此，北京的
菊花史也以此为开端。

清宫里的“嗜菊人”

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
在清朝， 宫廷中仍然是很重视重阳节
的，过节时宫中也都有插戴茱萸和系菊
花荷包的习俗。

还记得 《甄嬛传》 里， 禁足的甄
嬛给太后备下的重阳节礼吗？ 是 “菊
花糕、 菊花酒和茱萸香袋， 茱萸香袋
用红丝线系着， 加上桑叶和榆叶覆盖，
做成三色礼盒” 献给太后。 这是多么
的心思精巧而缜密： 菊花和茱萸是重
阳节的重要标志 ， 茱萸雅号 “辟邪
翁”， 菊花又名 “延寿客”， “失之东
隅收之桑榆”， 桑榆原指日落处， 后引
申指代晚年， 这些东西精心搭配在礼
盒里， 寓意解除凶秽， 以招吉祥， 恭
贺千秋。 这样的重阳节礼， 哪位老人
收到能不开心呢？

清代的帝后中喜好菊花者众多 ，
其中乾隆和慈禧就是最为著名的 “嗜
菊人”。

乾隆时期，重阳节皇帝一般在承德
避暑山庄渡过，登高、赏菊、放风筝。 菊
花在避暑山庄内的栽植十分普遍，据文
献记载，澄观斋、如意洲、清舒山馆和创
得斋等处，都曾种植过大量菊花。 也正
因如此，有关乾隆皇帝在北京宫苑中赏
菊的记载就很少。 不过到处题诗的乾
隆皇帝自然不会让我们失望，一首《玉
华寺晚桂》：“盆梅乍可同欺雪，圃菊方
看独傲霜”， 就证明了他曾经在静宜园
玉华寺中赏菊。 而另据《古今北京》一
书记载，乾隆年间，颐和园中的写秋轩
也曾多种菊花，乾隆皇帝当然也有提诗
了：“写秋自是此轩宜”。

乾隆时期还有一件与菊花有关的
大事， 就是在1756年， 有人向乾隆皇
帝进献了“洋菊”。 喜欢花的人，都爱奇
花异草，像乾隆皇帝这样出了名的 “好
奇宝宝”， 自然对这些外来的洋花喜爱
有加。 他下令让宫廷画师邹一桂进入
内殿， 画下这36种洋菊的图谱， 自己
亲自为每个菊花命名 ， 还挥毫泼墨 ，
题写在菊花图谱上。 而后， 画师邹一
桂记下每株菊花的性状特征， 集结成
册， 乃为 《洋菊谱》。 这 “洋菊花” 到
底是从何而来？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这
些洋菊是从日本或是其他国家引进的，
也有些认为是从南方地区引来的品种。

清宫中的另一位著名的 “嗜菊者”
就是慈禧太后， 这在许多书中都有所
记载， 称她有 “菊癖”。

一是她喜爱菊花。 她曾下令在紫
竹院南岸依山势遍植各色秋菊， 因为
北京人将菊花又称为 “九花”， 于是这
座山也得名 “九花山”。

二是她亲自种菊。 慈禧晚年在颐
和园里， 亲自带领着后妃和其他贵妇
一起种菊。 据德菱格格在 《清宫禁二
年记 》 中记载 ： 当时八月初一左右 ，
慈禧就开始在昆明湖的西岸种植菊花。

她率人折取菊芽， 插入盆中， 逢雨则
以席遮盖。 九月初， 菊花发芽， 慈禧
和宫眷每日巡视。 而且还会去掉多余
的侧芽， 每干只留一个顶芽， 使菊花
生长健硕， 花朵也能更大。

三是重视菊花育种。 有记载：“直
至黄花时节， 有佳种三五新近发现，太
后极为珍异，遂命如形绘之，以订菊谱
之阙”。 据说她最喜爱绿菊， 而且她还
能 “于花未苞时预道花之形色”， 甚至
“能于菊之未萌芽时 ， 道其花之形与
色”。 传说不足信， 不过慈禧爱菊可见
一斑。 慈禧不光赏菊、 种菊， 而且还
食菊、 用菊。 因为粗识药性， 慈禧老
年时常常将菊花作为她的特殊饮食 ，
以保持青春年华和长生不老。 据说每
逢金秋时节， 慈禧就亲自指挥宫娥太
监到御花园 ， 采摘花瓣肥厚的菊花 ，
以肉汤、 鸡汤、 生鱼片和菊花一起吃，
每次都胃口大开， 吃下很多的鲜花。

再有就是她用菊花洗手， 让双手
都沾染上菊花的香气。 正是因为对菊
花的特殊喜爱， 她还将菊花作为礼品
赠送给各国驻北京使节夫人。 想必当
年的时节夫人一定欣然接受， 并且也
会迷恋上这些多姿多彩的菊花， 而不
会像有些当今的人， 见菊色变， 只把
菊花当做丧葬用花。

由于帝后对菊花的偏爱， 清代宫
廷御苑中都会栽植菊花， 并且有人投
其所好的从各地搜集了菊花进献到皇
宫中。 宫廷中的赏菊活动更是不可或
缺的， 而且还会派专人修订菊谱。 此
外， 受猎奇心的驱使， 菊花的引种育
种得到重视。

这一切， 必然促进了北京地区的
菊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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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秋秋赏赏菊菊正正当当时时
你你知知道道北北京京赏赏菊菊从从何何时时开开始始吗吗？？
□主讲人：付丽

夏荷已谢， 冬梅未开， 这
个季节开属于 “四君子” 之一
的菊花了。 菊花的品格自古以
来被文人墨客所歌颂， 它的颜
值也让很多爱花人为之倾倒 。
金秋赏菊正当时， 我们来说说
菊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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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丽，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花卉产
业处主任科员，从事北京花卉行业管
理工作，2018年被授予北京市三八红
旗奖章荣誉称号。

在书香园林公众号开设“付丽赏
花”专栏，发表《穿越时空，说说30年
前的市花市树评选》《寻找 〈诗经〉中
的植物》《菊花是元大都最美的秋景》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习近平
的梅花情结》《老北京的茉莉花儿茶》
等花卉文化文章4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