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花不仅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被制成桃花
糕、桃花丸、桃花茶等食品，具有疏通经络、滋
润皮肤等药用价值。汉朝末年的《名医别录》记
载着桃花“味苦、平、主除水气、利大小便，下
三虫”。古人对其美容价值的认识很是久远，古代
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就提到
桃花具有“令人好颜色”的功效，唐代孙思邈的
《千金要方》中也记载着“桃花三株，空腹饮用，
细腰身”。唐末至五代初期时的农书《四时纂要》
中提到：“是月三日，取桃花片收之，至七月七
日，取乌鸡血和，涂面及身，光白如玉。”

正因桃花的药用价值极佳，古时人们喜用鲜
花入酒，制成佳酿，形成了“吃桃花酒”这一历
史悠久的习俗。关于桃花酿的典籍记载甚多，例
如《千金要方》提及了两种酿制桃花酒的方法，
一是“以酒渍桃花服之，好颜色，治百病”；二是

“三月三日收桃花，取一斗一升，井华水三斗，曲
六升，米六斗炊之，一时酿熟，去糟，酒服一
升，日三服”，称其可治腰脊苦痛。又如明代《普
济方》和清代《寿世秘典》等都有称“采桃花浸
酒饮之，除百病，益颜色”。

古时，也不乏有文人墨客将对桃花酒的情怀
注入到诗词之中。唐贞元年间羊士谔就曾作诗
云：“萋萋麦陇杏花风，好是行春野望中。日暮不
辞停五马，鸳鸯飞去绿江空。忘怀不使海鸥疑，
水映桃花酒满卮。亭上一声歌白苎，野人归棹亦
行迟。” 据《北京晚报》

宋代《桃花山鸟图》

赏桃花 品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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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灼桃花红 十里醉春风
赏花赏出宰相来赏花赏出宰相来

桃之故乡 泱泱悠长

先秦《诗经·周南·桃夭》里有一句脍炙人口
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篇贺的是新婚、描
绘的是新嫁娘，而用来映衬这喜庆场景的，便是绚
丽的桃花。

桃花是中国传统园林花木，属蔷薇科，花单
生，且先生于叶，每每天色仍春寒料峭时，光秃秃
的桃树枝上却已呈含苞怒放之势。《吕氏春秋》、
《礼记·月令》中都记载着“仲之月桃始华”，古时
候的春季常被分为孟春、仲春、季春，这里的

“仲”约为公历三月。
桃树整体上分为果桃与花桃两类，在《礼记》

中，桃与李、梅、杏、枣一同被列为了祭祀神仙的
五果，而生活中常见的碧桃、寿星桃等都是典型的
观赏类桃木，花型多为复瓣和重瓣，品种繁多，单
是碧桃就又分为白碧桃、红碧桃（即绛桃）、粉碧
桃、花碧桃和洋碧桃等。秦观曾作一首《虞美人》
来盛赞碧桃，称“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

作为桃树的故乡，中国栽培桃树的历史悠久。
诗经的《国风·魏风·园有桃》中有“园有桃，其
实之肴”之说；《大雅·抑》中也有“投我以桃，
报之以李”，这便是“投桃报李”的由来。汉代上
林苑的无数名果异树中就有十余种桃，正如唐代李
峤在诗 《桃》 中写道：“还欣上林苑，千岁奉君
王。”至唐宋年间，各地植桃更为普遍，例如白居
易任忠州刺史时，便在庭院中栽种了许多桃树，并
写下了“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城”的诗
句。

借桃花喻美好生活

若要追溯桃文化的起源，不得不联想到《山海
经》中关于夸父追日的神话：“夸父追日，道渴而死，
弃其杖，化为邓林。”其中的“邓林”即是指桃林。显
然，在古时候的传说中，桃是“救命”的象征。

关于桃花的另一则著名传说就要数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了：“……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
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
笔下的桃花源成了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美好生活的向
往。如王维的《桃源行》中就有“春来遍是桃花
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的感叹。

也是因此，古人喜爱用桃花作为地理上的命名，
如“桃花坞”“桃花庵”等。唐伯虎更是写下了脍炙
人口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
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唐伯
虎以桃花仙人自喻，用“老死花间酒”的生活方式去
对比“鞠躬车马前”，暗含对平凡真实生活的歌咏。

不仅如此，桃花也有着辟邪的象征意义，如
《齐民要术·种桃篇》中记载，“东方神桃九根，宜
子孙，除凶祸”，汉代《风俗通义》记载，“腊除夕
饰桃人……葵以卫凶”。可以说，古时候桃花既联
系着百姓的安居乐业，也联系着太平盛世与国家兴
衰。正如《尚书》记载，“周武王克商，归马与华
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这一周武王凯旋而归
后和平景象的描述，正是用了桃花做衬，可见桃花
对美好生活的特殊意义。

用桃花寄托爱情

古时候，在文人志士“修身治国齐天下”与
“归隐田园寄情山水”的矛盾之间，桃花常常被用
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现着古人的自然观以及对
人生哲学的思考。同时，桃花中也蕴含着古人对爱
情的象征、慨叹、寄托。

刘禹锡曾作《竹枝词·山桃红花满上头》，感
叹：“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
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元稹曾作《桃花》
道：“桃花浅深处，似匀深浅妆。春风助肠断，吹
落白衣裳。”白居易的 《晚桃花》 中则描写道：

“一树红桃亚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非因斜日无
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寒地生材遗校易，贫家
养女嫁常迟。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
枝。”

传说《钗头凤》就是陆游惋惜与唐婉的凄美感
情而作，其中“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
难托。莫、莫、莫！”等词句成了传世经典。而唐
代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也是千古传诵之作，诗
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
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相传，崔护在清明
踏青时邂逅一貌美少女，二人互生情愫，崔护对少
女念念不忘，但次年清明再去寻访少女时，少女却
已病逝。此后“人面桃花”常被后世文人墨客用来
感慨世事无常、刻骨铭心之事。

泱泱历史长河流经，桃花成为了我们民族集体
记忆的沉淀，构造出悠远而深厚的桃花文化。

据《北京晚报》

3月17日～19日，郾城区龙城镇第26届中原桃花节举行。桃红柳绿的春日胜景中，桃花常常被视为踏青赏花的序曲。关于
桃花的历史文化始终耐人品寻。正如苏轼笔下所描写的“争开不待叶”，古人向来喜欢用桃花象征春天，不仅如此，桃花也常常
被用作对爱情的象征，或用来表达对生活的向往。

历代诗词中有着无数题咏桃花的佳作。王
维在《辋川别业》中吟：“雨中草色绿堪染,水
上桃花红欲然。”杜甫在《江畔独步寻花》中赞
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映浅红。”苏
轼的《送别诗》里描写：“鸭头春水浓如染,水
面桃花弄春脸。”李弥逊的《诉衷情》则咏叹：

“小桃初破两三花，深浅散余霞。”
古人不仅喜爱在诗词歌赋中描摹桃花的自

然物形象，还常常通过它来抒情表意，于是，
桃花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渐渐成为别具
一格的文学意象，被赋予了独特的象征意蕴。
其中，最常被说到的意象之一，便是“春”的
象征。

先秦时期的 《吕氏春秋·仲春季》 中记
载：“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华，仓庚鸣。”
桃生长于冬末早春之时，常常被视为是春日里
最早盛放的花色，正如苏轼所作的《桃花》中
的描绘：“争开不待叶，密缀欲无条。傍沼人窥
监，惊鱼水溅桥。”

古代文人在描摹春景铺陈春光时，最是喜
欢以桃花落笔。陆游的《泛舟观桃花》便是以
花和酒答谢春日，诗曰：“桃源只在镜湖中，影
落清波十里红。自别西川海棠后，初将烂醉答
春风。”唐代诗人吴融在《桃花》中曰：“满树
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渲染出极其灿
烂的融融春色。王维的《春园即事》里吟曰：

“开畦分白水，间柳发红桃。”杜甫的《风雨看
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描写：“江上人家桃树
枝，春寒细雨出疏篱。”又如宋代诗人黄升的
《重叠金·除日立春》 中也写道：“一笑绕花
身，小桃先报春”，而陈亮的《采桑子》亦云：

“桃花已作东风笑，小蕊嫣然，春色喧妍。”
总体来说，古时候桃花既得帝王贵胄的偏

爱，也是点缀寻常百姓家的胜景。如唐太宗李
世民曾作《咏桃》，称：“禁苑春晖丽，花蹊绮
树妆。缀条深浅色，点露参差光。向日分千
笑，迎风共一香。如何仙岭侧，独秀隐遥芳。”
元稹的《南家桃》中则写道：“南家桃树深红
色，日照露光看不得。”描述了一番最为朴实又
惬意的景色。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桃花象征着春，
也即象征着生机盎然。显然，桃花文化中包含
着对自然与生命的崇敬。 据《北京晚报》

诗词中的桃花

与唐代人轰轰烈烈的赏花风格不
同，宋代人决定将赏花这件事作为春日
里随处可见的日常。从庭院美化到家居
布置，甚至是穿衣打扮、宴饮餐设，处
处都要能赏花。据《东京梦华录》载：

“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
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
酬……抵暮而归……轿子即以杨柳杂花
装簇顶上，四垂遮映。”你看，就连出
去踏青赏花坐的轿子，宋代人也要用杨
柳枝、野花装饰一番。

此外，宋代人每到花期，就会在街
头巷陌搭起帐子，摆上花卉，然后喝茶
唱歌：“花时，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
盛处张饮，帟幕车马，歌吹相属。”往
往这个赏花活动要持续到整个花期结束
为止。在花开时节，许多私家园林也会
对外开放，路过的游客都可以进去赏
花，或者参加园林主人举动的宴会。这
些皆被记载于花谱中，许多有关于赏花的诗文也
是在这样的交游中产生。

宋代春日里最受欢迎的花当属芍药。据载，当时的
山东密州、河南陈州等地都举办过芍药花会，一时间风
靡全国。苏东坡在《玉盘盂》诗序有云：“东武旧俗，每岁四
月，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以芍药供佛。”据说当时的芍药
花会，聚花多达7000余朵，场面堪称是繁丽丰硕，令人震撼。

芍药花在宋代如此受欢迎，还与一个故事有关。据载，韩琦任
扬州知州时，官署后园有一枝芍药分了4个枝杈，每杈各开一朵
花，上下红，中间有一圈黄蕊，这样的芍药被称为“金缠腰”（后又称金带
围）。当时民间流行一个传说：只要出现这种花，城内就要出宰相。韩琦觉
得这个说法很诡异，带着试试看的心理，约上另外三位朝官一起赏花，以
应四花之瑞。当时王珪以大理评事为扬州通判，王安石以大理评事任淮南
判官，这俩人都在扬州，韩琦就把他们请过来了。花有四朵，韩琦就以州
钤辖诸司使充数。谁知到了第二天，钤辖使腹泻不能来，韩琦就临时拉了
一位路过扬州的朝官陈升之（一说是吕公著）来参加赏花会。

当这四个人凑齐后，韩琦把这四朵花摘了下来，他说道：“近日芍药赏
花会，就我们四个美男子，来，每人都簪花一朵！”三十年后，这4个簪花
的男子都当上了宰相。 据《扬子晚报》

古人的赏花经济
赏花这项乐事，除了日常娱乐、陶冶情操以外，还能拉动经济，也就

是所谓的“赏花经济”。
早在唐代，花卉的栽培就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出现专业种植花卉的花

农以及销售花卉的花贩。唐代许多花农与花贩都因为时人爱赏花发了家，
但要说起会赚钱，还得看宋代的商人。

赏花总得有地方去吧？自家的、朋友家的、亲戚家的花园看腻了，古
人就搞起了“花园观光”。一些花户在卖花的同时，还把自家的园林给围
起来，当作花园供游客参观。当然，还会适当收点“门票”。欧阳修曾在
《洛阳牡丹记》中提到，魏家的牡丹园即是如此，园中种满了珍稀品种的
花卉，想来赏花就得“买门票”。为了防止游客强行闯入，还在花园外修
了一个大水池。每人收十几文，“魏氏日收十数缗”，换算下来，差不多是
50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可真是太赚钱了！

除了花园观光外，宋代人还搞起了花会活动。据载，宋代洛阳有牡丹
“万花会”，扬州有芍药“万花会”。整个场面看起来十分热闹，“以花为屏
障，至梁栋柱拱，以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

当然，除了这种大型的赏花活动外，古人小范围郊游赏花同样也需要
消费，尤其是去一些“小众赏花景点”，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得解决。清代
沈复曾在《浮生六记》中提到，有一次他们要出门赏花，但又不愿意在漫
山遍野的花丛中啃干粮，于是就请了一个卖馄饨的挑着炊具跟他们一起出
行。如此一来，赏花的赏花，卖馄饨的卖馄饨，各取所需，两全其美。

此外，古人还会在赏花时买一些与花卉相关的物品，如，一时兴起买
几枝鲜切花簪在头上，或是买绣有花卉的扇子、手帕，还有以当季鲜花制
作的胭脂、花露等。一些酒楼餐馆，还会出现以花馔为主的餐饮，古人不
仅赏了花，甚至将花吃了下去，处处皆是围绕着赏花出现的商机。

春日里赏花，古人极尽浪漫，归根到底是他们对生活非常热爱。作为
现代人，我们也要拥抱春日，不辜负大好春光。 据《扬子晚报》

清代恽寿平《桃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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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习俗知多少
春回大地，百花将放之时，到生机蓬勃的大自

然中踏青赏花，不仅是现在的人们喜欢这么做，讲
究情趣的古人更不会错过这浪漫美好的活动，那么
古人有哪些赏花的习俗呢？

应时而赏
古人雅致，把花期和节气联系起来，自农历小

寒至谷雨分为二十四候，每候应一种花信。据清代
《广群芳谱》记载：“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杏花，三
候蔷薇；春风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
兰……”哪个花信赏哪种花，十分讲究。

铺席围坐
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时京城长安，每

逢春天，仕女即联袂郊游踏青，路上遇到好花，就
在花前铺席藉草，围坐一圈，并插杆结索，解下身
上的红裙递相垂挂，权当作野餐的帷幄。

赏花谈情
古人赏花时会在喜欢的花枝上挂上写满祝福的

花签，祈求一年里花开得更加灿烂，自己的愿望能
实现。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风俗节日“花朝
节”，意思是百花盛开的节日。节日里，青年男女
可以漫步花丛中，赏花谈情。

以花为食
花不仅可以用来赏，还可以入食。以花为食的

传统自古就有，鲜花可食之风更是盛行于唐代。后
来还出现了《山家清供》《养余月全》等记述烹调
鲜花的“花馔谱”。

赏花咏歌
赏花咏歌在唐代流行。人们以新编的曲子与脱

俗的诗词对花吟咏，视觉与听觉都得到享受，相得
益彰。

插花饮酒
插花饮酒源自唐代，一面饮醇香美酒，一面赏

花乃能尽兴。饮酒赏花有着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
效果。

对花焚香
插花燃香源自五代韩熙载，他认为“对花焚

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龙胆、酴麋
（蔷薇的一种）宜沉木、兰宜四绝，含笑宜麝，詹
匐宜檀”，是为“五宜”。

琴与花配
琴是古代文人四艺之首，用以怡情养性。对花

抚琴要琴与花配，文人花可配以七弦、阮咸等乐
器，宫廷花则管弦交响，于清韵中领略个中美意。

赏花品茗
赏花品茗在宋代已流行。宋代将“插花、点

茶、焚香、挂画”合称生活四艺。古书上常见插花
品茗的画面，到了明代则更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花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传统的赏花趣味与
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一脉相承，也给古人乃至我们
今天的生活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和丰富的趣味。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