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皇家园林
走向大众花展

到大自然中去寻访花的芳容，是古时人们
消遣娱乐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后来随着社
会的发展，出现了人工培植的花卉和人造花园，
拓宽了人们赏花的内容和范围。

在中国，对于人造花园的记载不会晚于春
秋战国时期。史称“楚王好筑台”，楚灵王（？―
公元前 529 年）时期花了 7 年时间建造的“章华
台”，是上古时期的超大型王家园林；其后秦汉
时间的上林苑包罗了多种多样的景观设计，可
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植物园。

隋唐之后，赏花活动开始蔚然成风，成为上
层和民间生活中的一件盛事和游玩的主要项
目。隋炀帝率领浩大的船队从洛阳经大运河直
抵扬州，其目的之一即是为了看花；武则天当政
时，洛阳牡丹名动天下，每年牡丹花开时节朝廷
都要举行大型庆典，普通人家也对观赏牡丹乐
此不疲，歌赋宴饮，热闹非凡；唐之后的五代时
期，后蜀主孟昶命人在成都的城苑上下遍植芙
蓉，芙蓉花开时节的成都“四十里芙蓉如锦绣”，
成都也因此获得“芙蓉城”的美誉。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造花园也同样蔚为大
观。古代巴比伦建造了号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的“空中花园”。相传“空中花园”修建于公元前
6世纪，花园采用立体造园手法，高达25米（大致
相当于现在的8层楼高），种植各种花草树木，远
看犹如花园悬在半空中。其他如英国的“邱园”

（原为皇家园林）和法国的凡尔赛宫，都是世界
上顶级的人工花园。

1839 年，国际花卉博览会在欧洲举办，世界
从此拥有了一个全球性的花卉集中展示和盛大
节日，目前世界上每年要举办上千个大大小小
的花会。

国际著名的花展还有英国皇家园艺协会主
办的切尔西花展（RHS Chelsea Flower Show）、
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园林花卉展（Melbourne
International Flower & Garden Show）和美国的
宾州园艺协会费城花展（The PHS Philadelphia
Flower Show）等。其中切尔西花展距今已有
140多年的历史，是全球顶级花展之一。

每一年的切尔西花卉展都有不同的元素出
现，不论是流行元素还是复古元素，在花展上都
会有淋漓尽致的发挥。

花展并不仅仅只是展示鲜花，更是集植
物新品、花园景观、人文环保设计理念为一
体的花艺界大秀，也是每年伦敦五月必打卡
的 热 门 活 动 。 花 展 上 除 了 可 以 见 到 世 界 各
地的奇花异草之外，令人惊艳的花园设计也
是观众的焦点。

去年切尔西花展的主题是Wild&Natural（狂
野与自然），渴望展示出原生态的自然空间。处
处可见立体绿化元素的立体花园，让人惊艳，更
让人深深融入这绝美自然景象。将立体绿化融
入花园设计中，能利用有限的空间，营造更大面
积的景点美化，亦使花园景观有更多层次、立体
感更强，成为名副其实的立体花园。

每一年的切尔西花卉展都有不同的元素
呈现，设计师们也会绞尽脑汁拿出各种新奇
的创意。

参加切尔西花卉展的流程很繁琐，首先需
要经过创意设计的选拔，经过评选后入围。入
围后还要经过初赛，现场设计初赛的作品。经
过了初赛并胜出才能参加切尔西花卉展，这里
是每个园艺师梦想的舞台。

2024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于明年 4 月至 10
月在成都举行，这将对于推进成都城市生态文
明建设扩大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具有深远意义。

赏花旅游是一个有着鲜明文化特征
的多元消费场景。中国传统文化、全球
文化交流融合，以及新的经营方式和新
的技术呈现，合力打造出了一个生机盎
然和内涵丰富的赏花经济。

今年的赏花季还未开始，陕西的一家
旅行社就推出30多条赏花类旅游线路，还
围绕陕西周边的森林公园、古城等资源，
制定了亲子研学、植树节等旅游产品。

在多个旅游平台上，“赏花攻略”这
样的关键词在热搜排行中居高不下，游
客关心的不仅是“花景”，赏花游中的活
动内容正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无锡拈花湾景区，游客不仅可以
在“百亩花海”饱览绣球花、虞美人、蔷薇
盛开的美景，还可以在无人售卖鲜花店
买到心仪的花卉。店内各种花束都标注
有价格，进店的顾客若是看上喜欢的花
束，可以直接扫码带走。从开店以来，光
顾的游客络绎不绝，花店很受欢迎。

为了迎接世界地球日和世界读书
日，无人花店在 4 月 21 日至 23 日期间还
特别推出了“书香换花香”活动，游客只
需将闲置的书籍带到景区指定地点，便
可进行交换获得鲜花。今后，景区会把
回收的书籍放置在各休息区供游客免费
阅读，再续新的阅读旅程。

“相较于传统的消费模式，无人花店
更加符合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我更愿意
为自己喜欢的新场景和体验感买单。”一
位90后游客表示。

在新疆的很多赏花旅游景区，“赏
花＋演艺”“赏花＋赛事”“赏花＋摄影”

“赏花＋研学”“赏花＋疗养”等多种新型
旅游形式破解了“走马观花”式赏花游，
库车市将民俗风情植入赏花游，游客可
在杏树林体验古风古韵、欣赏民族舞蹈、
聆听“杏林演唱会”，给游客带来耳目一
新的旅游体验。

功夫在花外。单一的赏花经济中，
花期有限是难以打破的一个“瓶颈”，“以
花为媒”是破解赏花经济“昙花一现”的
有效方法。新疆一家公司负责人说：“发
展赏花经济必须通过创新发展、科技研
发，延伸种植优势，开发下游产品，培育
全产业链。”该公司立足万亩薰衣草主题
公园，不仅做观赏基地，还做加工生产基
地，培育优质薰衣草苗木，开发生产薰衣
草精油、化妆品，以及薰衣草蜂蜜、茶、点

心等食品。
专家建议，赏花经济应该开启“赏

花＋”模式，以花海为基础，植入文化元素
和当地花卉特色，推进赏花经济向内涵更
丰富、范畴更广泛的“二次消费”转型。

“花期虽短，但创意无限。”一位游客
也给出了发展赏花经济的建议：“可以
开发和种植花田画、花卉迷宫，建设‘花
样旅馆’‘花样餐厅’，以及举办插花培
训、普及花茶文化等，开发有创意的旅
游产品。”

在人们传统的印象中，花卉主要是
起到“吸引眼球”的观赏作用，而现代特
征的花卉产品早已超越了视觉的范畴。

数据显示，早在2018年，北京市公园
管理中心文创产品已达 4989 种，文创商
品销售金额已超 4000 万元。今年春天，
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冰淇淋成了“网
红”产品，而在樱花节现场，“小樱”纪念
版汽水、樱花系列笔记本等颇具特色的
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众多游客。

其实，花卉不仅是家庭美化的装饰
品，还可以走上餐桌或成为饮品。用黄
花菜、洋槐花、南瓜花做菜早已屡见不
鲜，而大厨们正在试验着把更多的鲜花
搬上餐桌。

其实，鲜花入馔的传统起自于 2000
多年前，屈原《离骚》就有“朝饮木兰之坠
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描述。但由于
鲜花的产量低采摘期短，鲜花做菜在民
间并没有普及开来。

随 着 人 们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对 生
活品质的要求和追求新奇、健康的心
理需求也开始提升，鲜花上餐桌再一
次开始流行。

鲜花成为美食家的佳肴，是因为它对
人体有独特的营养、美容和医疗价值，据
现代营养学家测定证明，花朵大多富含淀
粉、脂肪、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而且还含有
多种维生素及锌、铁、钾等微量元素，而且
还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化学素。并且，
鲜花菜肴花香浓郁、滑嫩可口，又富含大
量氨基酸和维生素，既有丰富的营养价
值，又有外形美观新颖的特点。

常见的食用花卉一般都具有含高淀
粉和高糖类的特点，这样尝起来口感才
不错。通常被认为正式蔬菜的有芋头
花、韭菜花、金针花、南瓜花、玉兰花、紫
藤花、槐花、荷花等。

“沉浸式”
的新玩法

2023年5月10日
星期三

08

Views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萧世龙 联系电话：028-86757864 美术编辑：胥建英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东山岚

现代的赏花经济并不是单一的“赏花”，而
是集旅游、花卉产品、衍生产品、文创、会展、科
研等关联产业的新兴经济。由于新产业的特
质，以及花卉与人类在精神层面和文化上的特
殊联系，赏花经济在很多方面都有待于研究和
开发，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

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对于提升人
们生活幸福感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人之于花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种情
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强化和放大，花卉
也会更加广泛深入地介入人们的生活，赏花经
济也因此进入了全面发展的“花样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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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观 察

赏花经济 越来越多

每一朵花，都是自然说给人类的知心话
——法国雕塑家罗丹（1840年-1917年）

花样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诗意的文化”，也
因此，中国人爱花也逐渐演绎出养花、赏花、惜花、
怜花有关的心理和文化，以及一系列的仪式和行
为方式。

中国文化中有无数寓花寄情、托花言志、以花
喻人的文字，花已经超出了其自然属性而被植入
了人的品质。古人赏花有很强的仪式感，形式多
样且层次丰富。

其中，“曲赏”为文人雅士所好，他们在赏花时
临花赋诗唱曲，《红楼梦》中的“菊花诗会”，就生动
地描述了类似场景。“酒赏”流行于唐代。一边赏
花一边小酌，可以使人达到“物我两忘”的效果；古
人还喜欢对花抚琴，突出所谓的“清风花香美韵”；
以观花品茗为特色的“茗赏”，在宋代就非常流行，
而且受到明代袁宏道的极力推崇。

近现代以来，由于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各种
外来的“花语”也开始在年轻人中间流行起来，比
如红玫瑰代表爱情、雏菊代表纯真、康乃馨代表母
爱、绣球花代表团圆、水仙花代表尊敬等，同时也
相应地促进了花的种植和销售，情人节玫瑰花大
卖就是一个例证。

现代技术和生活方式的进步，也为赏花增添了
新的内容。且不说赏花景点随处可见拿着手机拍
照的游人，在成都，到鲜花集市喝咖啡、在花海中露
营吃火锅、在花间小径骑行⋯⋯各种“沉浸式”的赏
花新玩法，把赏花体验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档次。

崔护“人面桃花相映红”诗句，让人产生无比
美好的想象。都江堰市的问花村景区为游客提供
了化妆、造型、摄像一条龙服务，许多游客都会选
择租一套汉服在园区里拍一些古风照。

“赏花经济”也撬动了餐饮旅游、文创产品、文
体活动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这个花季，上海豫园变成了“花园”。今年 4
月，豫园“仲春花朝节”以花神为引，串联起探春、
醉春、闹春三大不同游园场景，引来游人如织。

有 2 万人参赛的 2023 柳州马拉松暨警察马拉
松4月9日开跑。独特的洋紫荆盛开路段串联成马
拉松赛道，参赛选手们一边奔跑一边领略风景。
柳州还借机将“一朵花”打造成多款文创产品，开
发出洋紫荆茶具、茶叶罐、马克杯、保温杯、帆布袋
等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产品。

油菜花开时节，崇州市五星村吸引了大量的
游客。据统计，3 月以来五星村日均游客量突破万
人，其中很多人是为了体验一把“花田火锅”。

如果说成都人喜欢赏花吃火锅，南京人则更爱
赏花吃烧烤。南京的八卦洲专门在景区的玫瑰园旁
边打造了一个露营基地，还把最近“大火”的淄博烧烤
也搬进景区，吸引了不少家庭来此帐篷露营，在美景
之中享受烟火气，零距离体验乡村田园生活。

“赏花+”
的新体验

切尔西花展花园设计之“室外楼梯”

画家在彭州牡丹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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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参观花展

油菜花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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