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牡丹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牡丹花>>

13位ISBN编号：9787112050840

10位ISBN编号：7112050847

出版时间：2003-8-1

出版时间：中国建工

作者：王莲英,袁涛

页数：2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牡丹花>>

前言

　　从1987年《牡丹》第一版出版，至今已14年有余。
这14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时期，国兴花发，花卉业也进八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牡丹，这一中国的传统名花，在这一时期不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在全国广泛开展的国花评选中
，荣登众多候选国花之首。
人们不仅热爱牡丹，认识牡丹、了解牡丹的愿望也更强烈了。
显然，第一版《牡丹》的内容已不能满足和适应人们的要求。
　　可喜的是，经过14余年的努力，花卉工作者对牡丹的认识及应用上了一个新台阶。
通过广泛的野外考察、标本核对、文献检索和大量的室内外工作，牡丹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　
　1.对牡丹的起源有了突破性的认识：牡丹不是单源起源的，而是由多个野生种相互杂交的后代逐渐
演化而来的杂种群体，仅少量品种直接来源于某个野生种；　　2.发现了新的野生原种，明确了其分
布区；　　3.对品种资源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划分出了四个形态、分布和特性各异的品种群；　
　4.品种分类更加科学合理，也更为全面细致，并正式提出了品种形态记载标准；　　5.各品种群都不
断有新优品种育出，野生资源的引种和保护工作也逐渐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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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牡丹花》是中国传统名花丛书之一。
全书介绍了牡丹花的国内外栽培历史和现状，牡丹的种质资源、形态特征、品种、花型、生物学特性
、繁殖、栽培管理、引种和育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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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自辽、金建都于此，牡丹栽培日渐兴盛。
明代的《北京考》上记载辽圣宗（982～1031年）在统和十二年（995年）3月去长春宫观赏牡丹。
明清时北京仍为国都，在明代，牡丹栽培极盛，“金殿内外尽植牡丹”。
除官室官署外，城外还有三大名园栽植牡丹。
一是梁家园（今北京宣武门外梁家园一带），“园中牡丹、芍药几十亩，每花时云锦布地，香冉冉闻
里余。
论者疑与古洛中死异”（《篁墩集》）。
二是清华园（今北京大学西墙外）是明朝外戚李伟的别墅，园中“牡丹以千计，芍药以万计”（《泽
农吟稿》）。
《燕都游览志》云：“园中牡丹多异种，以‘绿蝴蝶’为最，开时足称花海。
”三是惠安园，又称张园（今阜成门外花园村一带），园主为惠安伯张元善。
刘洞、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都城牡丹时，无不径往惠安园者，园在嘉兴观西二里，堂前牡
丹数百亩”。
据《顺天府志》和《帝京景物略》记载，“右安门外草桥，其北土近泉，居人以种花为业，冬则温火
暄之，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
”当时城南丰台、草桥一带，有18个村以种花为业，其中排林村种牡丹最为著名。
通过促成栽培技术，使牡丹初冬即可开花，进御皇宫。
明代北京极乐寺盛栽牡丹，“距桥（高梁桥）可三里，为极乐寺址，寺天启（162l～1672年）初年犹
未毁也，门外古柳，殿前古松，寺左国花堂牡丹”。
可见把牡丹尊为国花，非自清代始，明代已有此誉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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