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素有“花中皇
后”之美誉。花开北京·2024北京月季文
化节日前在天坛公园月季园拉开帷幕，
将持续至6月18日。

据了解，作为花开北京系列活动之
一，本届月季文化节共设国家植物园（北
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北京园博园、
北京世园公园等11大展区，为历届之最。
月季观赏面积达3000余亩，展示品种超
3000个。其中，天坛公园月季超过1万株。

中国月季与欧洲蔷薇杂交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直立灌木，具
有花色丰富、多季开花、繁殖方式多样等
生物学特点。月季花能在一年中多次生
长出新的枝条，在各级新梢上长出花芽，
无需低温打破休眠，花芽便可完成分化，
因此月季开花不断。

苏轼曾用“花落花开无间断，春来春
去不相关。牡丹最贵惟春晚，芍药虽繁
只夏初。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
时春。”的诗句赞美月季多季开花。

此外，现代月季还“留过洋”。18世
纪80年代，中国古老月季经印度先后传
入英法后，欧洲人开始用其作为亲本，与
当地蔷薇多次杂交，最终培育出了现代

月季群体。
现代月季因品种繁多、花型多样、色

彩丰富、芳香宜人、长势强健等特性，深
受人们喜爱。1987年，月季和菊花一起
成为北京市的市花。

天坛月季已超过1万株

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园林局将天
坛的发展方向定为文化休憩公园。

1958年，北京市园林局邀请蒋恩钿
女士出任月季培植顾问，工作基地设在

天坛公园。蒋恩钿和天坛花卉技术人员
合作，改进栽培技术。在当时无温室、圃
地的情况下，采用“扣瓶法”进行扦插繁
殖，培育出数千株月季花苗，率先解决了
北方自根苗木不易快速大量繁殖的难
题。之后蒋恩钿又协助天坛引进部分月
季新品种。经过一年多的扩繁，天坛月
季品种丰富了，数量扩充了。

1960年冬，天坛采用“埋土防寒法”
进行月季露地栽植越冬试验，并获得成
功，解决了月季在北京地区难以露地越

冬的问题。这两项措施为北方露地栽培
月季找到了新路径，由此开创了天坛月
季栽培事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天坛工作人员自
主培育了天坛荣光、北京小妞等月季品
种。如今，天坛月季品种达数百个，植株
过万，月季园占地1.3公顷。工作人员还
能精准把控月季花期，每年5月天坛公园
都会举办月季花展，今年是第42届。花
展期间，游客不但能欣赏到绚丽多彩的
月季花，还能参加丰富的科普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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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北京中山公园作为城市公
园开放，至今已110年，其前身是明清皇
家社稷坛。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冬，
社稷坛等重要礼制建筑建成。自明永
乐十九年（1421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
年），共有 1372 次（含皇帝主祭 328 次）
祭祀活动在此举行。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时，曾在社
稷坛拜殿内举行公祭活动，故这座建筑
如今又被称为中山堂，中山公园也由此
得名。

建筑规制体现“敬天法祖”思想

社稷坛是中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古
代皇家祭祀太社和太稷的祭坛建筑
群。在选址与建筑格局上，社稷坛遵循
了《周礼·考工记》所记载“匠人营国，方
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的规划布局方式。以北京中轴线为对
称轴，与太庙东西对称，体现了“敬天法
祖”“民以食为天”等中国传统思想。

社稷坛分为内坛与外坛。内坛是
礼仪祭祀的核心空间，沿内坛中轴线自
北向南，分别建有戟门、拜殿和五色土
祭坛三座主要祭祀建筑，西南角设神库
与神厨。这个基本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五色土取自全国多地

位于内坛核心的社稷坛祭坛铺五色
土：东青、南红、西白、北黑、中黄。五色
代表五方、五行，且五色土布色的方位，
与中国地理土壤颜色分布是一致的。

五色土来自哪里？明清两代的取
土地不尽相同。明代由直隶（江苏、安
徽、上海）、河南进黄土，浙江、福建、广
东、广西进赤土，江西、湖广、陕西进白
土，山东进青土，北平进黑土。“天下府
县千三百余城，各土百斤，取于名山高
爽之地。”这是明初朱元璋建南京时对
社稷祭坛用土的要求，北京城的坛庙宫
殿规制悉如南京。

清代则从房山、东安、涿州、霸州取
土，于祀前五日将各色土送至太常寺验
收。常祀前一日，在坛上铺垫五色土。

无论取土地点如何变化，都寓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社稷祭祀关乎国运民生

封建帝制规定祭祀分为三等，即大
祀、中祀、群祀。社稷坛祭祀为大祀，包
括常祀、祈谢、告祭、献俘等几种类型。
祭祀规格分皇帝亲祭，或皇帝派人代祭，
多派皇子皇亲或王公大臣前往。如皇帝
亲诣行礼，则阵容庞大，除陪祀的王公大
臣外，还有礼部、都察院、光禄寺、钦天
监、侍卫处等部门执事官员共313人，及
司尊、乐生、舞生等执事生210人。

清代的祭祀路线是：皇帝在祭祀日五
更（凌晨三点左右）乘金辇自午门出宫，入
阙右门，进入社稷坛东北门，至社稷坛北
天门下辇，乘礼轿入东门循戟殿东行，至
更衣幄次等候。待奉安神位完毕，太常寺
卿奏请行礼。赞引、对引官恭导皇帝至盥
洗处，洗手、洗脸后，在北棂星门外正中向
南肃立，等候祭祀活动开始。

此前，陪祀的王公百官、各种仪仗
人员等已在指定位置就位。祭坛上社
稷神主牌位等也早已按照规定摆放
完毕。

有专门负责官员引导皇帝开始祭
祀活动。皇帝要经历迎神、初献、亚献、
终献、送神等一系列繁复的仪式，祭祀
活动才算完成。

“国之所重，莫先于宗庙社稷。”“王
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
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社稷象征着农
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也被看作是国
家存亡的标志，社稷祭祀关乎国运民
生，因此历代帝王都极为重视。

民间祭社习俗延续至今

封建时期民间也有祭祀社稷神的
习俗。不同于官方建坛奉祀、礼仪繁
缛、庄重肃穆，民间祭祀则充满了生活
气息，社日成为睦邻欢聚的日子，同时
还举行各种欢庆活动。

每到社日这天，人们带着丰盛的酒
食去祭祀社稷神，祭祀之后聚会餐饮，
尽兴而归。这一习俗保留至今，吃社
饭、喝社酒、看社戏仍是一些地区重要
的活动。

从最初发端于土地崇拜的社，到等
级体系完整的社稷坛，社稷祭祀经历了
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清光绪三十四
年农历二月初二（1908 年 3 月 4 日），社
稷坛在最后一次举行完祭祀活动后，再
也没有迎来新的主人，祭祀社稷神同封
建社会一道成为了历史。如今，中山公
园成了人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社稷
坛那些恢宏殿宇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
那段悠久的历史。

（作者系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遗
产办公室馆员）

从皇家坛庙到城市公园

北京中山公园已开放110年
□ 李 羽

社稷坛祭坛及中山堂。（中山公园供图）

2024北京月季文化节开幕——

11大展区超3000种月季争奇斗艳
□ 姜天垚 金 衡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王文洁

月季、蔷薇、玫瑰是蔷薇科蔷薇属
三种常见的开花植物。想要区分它们，
只需记住三点。

一看外观。月季和玫瑰在自然环
境中一般都是直立灌木，而蔷薇常以栅
栏作为依靠攀缘生长。

二看枝条。这三种植物的枝条上都
生有皮刺。月季的皮刺一般大而少，基
部膨大；蔷薇的皮刺小而少，常生于叶柄
之下；玫瑰枝条上密生小皮刺和绒毛。

三看花朵。以园林中常见的栽培
品种为例，月季花瓣的数量和层数最
多，玫瑰次之，蔷薇最少。从花瓣的颜
色来看，月季是花繁色艳，甚至有绿色
的月季花；玫瑰的花色为紫红色或白
色，蔷薇的花色为白色或粉红色。

人们在花店或花卉市场买到的“玫
瑰花”，其实大多是月季花。更准确地
说，它们是通过杂交育种技术培育出来
的栽培品种，可以统称为现代月季。

在花店买到的“玫瑰花”，可能是杂交的月季

天坛公园月季花开。 何建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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