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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馆
科普讲座：天神器·寻梦太空
4月27日10∶00-11∶30
嘉宾：钱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
院航天科普专家、中国科学院国家
空间科学中心博士）
科普体验：宣笔制作技艺
4月27日14∶00-15∶30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
科普讲座：远古地球的“生命天书”
4月27日14∶00-15∶00
嘉宾：沈才智（河北地质大学地球
科学学院研究员）

北京科学中心
鹦鹉螺号科幻活动
4月27日14∶00-15∶30
科学课：重返地球
4月27日14∶00-15∶00

上海自然博物馆
科普课堂：未来汽车进化论
4月27日10∶00-11∶00
科普课堂：冲破传染病危机
4月27日14∶00-15∶00

科普活动早知道

天坛天坛““花王花王””成长记成长记
□□ 金金 衡衡 王王 玲玲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天坛百花园中，
有座重檐六角亭，其梁枋上绘有百种花卉纹饰而得名“百花
亭”。它与万寿亭、方胜亭、扇面亭遥相对望，交相辉映，是百
花园的灵魂所在。

百花亭原为慈禧御碑亭

不少人疑问，先有百花园，还是先有百花亭呢？
明清时期，天坛百花园本为旷地，杂草丛生。民国初年

种有少量柏树，因疏于维护，野草丛生，甚是荒凉。至20世纪
50年代早期，天坛管理人员增植了加拿大杨、雪柳等多种林
木。1963年，天坛公园在此建百花园，占地约3万平方米，辟
牡丹圃、芍药圃，并栽种了山桃、丁香、榆叶梅等多种花木。
之后又叠石建亭，使之渐具园林之趣。

所建之亭即为百花亭，于1978年从东城区西总布胡同迁
建而来，原为慈禧太后御碑亭。故先有百花园，后有百花亭。

百花园中的点睛之笔

亭是一种有顶无墙的小型建筑，平面为圆形、方形、六角
形等，顶部以单檐、重檐攒尖顶居多，有休息、游乐、观景之
用。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无园不
建亭。

百花亭为黄琉璃瓦蓝剪边，双围柱重檐六角攒尖顶建
筑，即外围一圈檐柱，里围一圈金柱，共计12根柱子，由抱头
梁、穿插枋连接，分别支撑起双重檐屋顶；而顶部梁架施用
长、短趴梁连接，形成上层围合框架，结构复杂且精致，小巧
玲珑。

更值得观赏的是，整个亭子的梁、枋、柱绘满以花卉图案
为主的苏式彩画。如今百花纹饰虽已褪色斑驳，但细细观察
仍栩栩如生。

亭者，停也，人所停集也。游客游玩累了，便到亭中休息，
或在亭中感受百花园之美。百花亭是百花园中的点睛之笔，虽
然只占了片隅之地，却把园中美景容纳其中，显得独有灵气。

百花园里百花开

百花园以百花亭为中心分为南北两区，园中筑有米字
形小径，北区为专类园，种植牡丹、芍药，南区为繁花区，种
植连翘、碧桃、西府海棠等花木 60 余种，整体花期从 3 月延
续至5月。

百花亭北部两侧种植整齐的夹道树——龙爪槐，南
部为修剪整齐的黄杨绿篱，东西两侧则种植多株西府海
棠成行成列。“五一”假期前后，南侧的碧桃、金银忍冬、
文冠果正值盛花期，北侧的牡丹、芍药次第开放，“你方唱
罢我登场”。

天坛百花园自建成后60余年间，曾几度调整园中植物
配置、建亭榭、置奇石，园中绿树如茵，花影缤纷，颇具园林
意境之美。百花亭点景，已成为天坛公园春日必去的赏花
之地。 （作者系北京天坛宣教中心高级工程师）

百花园里的百花亭
□ 陈 娇

百花亭百花亭。。（（作者供图作者供图））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又到4月下旬，天坛公园里有“花王”
之称的牡丹次第开放，花团锦簇，姹紫嫣
红，满园春色引得无数游客赏花游玩，感
受国色天香。

栽培历史可追溯到明朝

天坛牡丹的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明
嘉靖时期。据文献记载，当时负责祭祀
乐舞的神乐署道士们非常喜爱花木，来
自各省的文武官吏进京时，也会把本地
的奇花异草运到北京，作为礼物送给道
士，牡丹便是其中之一。就这样，花卉种
类和数量不断增加，从祈谷坛门起，沿着
柏林、斋宫，直到神乐署，遍布各种观赏
花木。

到了清嘉庆时期，神乐署周边的各
类花草逐渐被清除，牡丹也绝迹于天
坛。20世纪60年代，天坛公园园长提议
在天坛月季园的西侧建设百花园景区，
栽植了牡丹、芍药、黄刺玫、海棠、玉兰等
多种花木，并在百花园北侧专门开辟了
牡丹和芍药花圃，用于这两种花卉的栽
培。2016年，天坛公园对百花园整体景
观效果进行提升改造，牡丹芍药花圃占
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成为天坛百花园
内最重要的花卉展示区。

牡丹芍药巧区分

牡丹和芍药这对姐妹花在百花园中
相伴相生，共同见证了一个甲子的天坛
春色。两者均为芍药科芍药属植物，外
形相似，又同在百花园中，经常被游客混

淆，它们如何区分？
常见的牡丹栽培品种花大色艳，多

为重瓣，而芍药花型略小于牡丹，栽培品
种的花瓣数量和层数也少于牡丹。另
外，要想区分它们，只需要记住三点：

一看茎秆。牡丹是木本植物，芍药
是多年生草本植物。通俗地说，牡丹的
茎秆是木质的，摸起来像树皮，而芍药的
茎秆是草质的，落叶后茎秆会枯死。一
句话概括就是“木牡丹草芍药”。

二是看花朵。牡丹的花都是独朵顶
生，花型大；芍药的花则是一朵或数朵顶
生或腋生，花型略小。

三是看花期，牡丹比芍药花期早。
牡丹一般在4月中下旬开花，而芍药则
在5月上中旬开花。二者花期相差大约
15天，故有“谷雨三朝看牡丹，立夏三朝
看芍药”之说。

争芳斗艳的“姐妹花”

2016 年百花园改建后，天坛栽培
了 60 余个牡丹品种、30 余个芍药品
种，共计 1500 余株。每到盛花期，百
花园中牡丹芍药争芳斗艳，好生热
闹。“首案红”花型宽厚，色泽深紫，株
型直立，生长势强，富贵雍容；“姚黄”
花单生枝顶，花朵皇冠型，黄色，整体
花形丰满，光彩照人，显得高贵典雅；

“海黄”花香浓郁，花期相对较晚，常在
早花牡丹败落之后绽放，金黄色的花
蕊更是少见……

天坛芍药不遑多让，“玫瑰紫”花瓣
光泽有度，边缘皱褶，色彩深邃，极具观

赏价值；“御黄袍”色泽鲜亮如御赐黄
袍，花型丰满，富丽堂皇，极具皇家气
韵；“南红”色泽鲜艳如火，花瓣饱满，花
型优雅大方，香气浓郁……

公园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养
护、修剪、防治病虫害，保持土壤疏松、适
度湿润、定期施肥，注意光照和温度管
理。每到“五一”前后，游客们都会漫步
花海，陶醉于浓郁的花香中。

（作者金衡系北京天坛宣教中心副
研究馆员，王玲系北京天坛宣教中心主
任、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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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百花园牡丹。（（作者供图作者供图））

时间：4月27日上午9：30-10：30
地点：天坛公园百花园景区
嘉宾：“北京市第三届大工匠”天坛

公园绿化高级技师
形式：线上线下同步，线下以招募形式

进行，线上可以在天坛官方微博同步观看。

相关链接

“花王”成长记
主题科普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