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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公园的樱花开了吗”，每年春天

青岛人都在心里盼望着。这几天，樱花盛

开的消息传开了———

　　社交媒体上，有网友分享自己飞了一

千公里到中山公园“追”樱花的经历；樱花

树下，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穿着汉服打

卡的姑娘，人头攒动；全国各大春日赏樱攻

略中，青岛中山公园榜上有名……

　　作为樱花的故乡，中国樱花野生资源

丰富，赏樱文化自古有之。“年年岁岁花相

似”，在众多樱花海中，中山公园的樱花究

竟有何魅力，成为青岛赏樱地标，年年牵动

人心？

一

　　作家臧克家曾用“只见樱花不见天”，

形容中山公园樱花体感上的多且美。这里

有单樱、双樱2000余株，品种20多个，樱花密

度高，每逢花开甚是好看。然而，樱花不只

鲜活于枝头，也是连接人与人、人与城市、

人与自然的纽带。

　　一枝一叶，见证城市变迁。中山公园

赏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种植起始可以追

溯到20世纪初。1901年太平山造林，后建植

物试验场，引种各类植物，这其中就有樱花

树两万余株。那时，其他城市少有大片、成

规模的樱花出现，这让青岛在种植历史、规

模、品种上，有别的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

　　上世纪三十年代，青岛率先举办大规

模樱花盛会，兴起了最早一轮的赏花经

济。许多商人瞅准了日子，设摊开张：卖药

的、演戏的，一个挨一个，云光、鸿新、天真

等市内知名照相馆也都竖起旗帜，打出招

牌。“男的一批，女的一批……穿旧衣，穿

新衣，穿旗袍，穿奇异摩登旗袍的，一批一

批都向第一公园(中山公园)进步。”

　　满园繁花，一年一度的“浪漫相约”。

到中山公园赏樱，是青岛人从上世纪三十

年代沿袭至今的春季休闲活动。1935年，

青岛时报刊登了《樱花盛开，汇泉道上游人

如织》一文，记录下市民“一春情绪为花忙”

的赏花盛事。曾旅居青岛的梁实秋、吴伯

箫、闻一多、臧克家等文化名人也都到此赏

樱，写下赞美文章。

　　彼时，每逢樱花季，胶济铁路还专门开

行赏樱专列，四方游人云集青岛，盛极一

时。而今，花期一到，早上五六点钟，中山

公园几个经典机位上总会竖起长枪短炮，

一张图、一段视频、一篇美文，顺着网络传

至各地，每年吸引数百万市民游客奔赴。

　　“樱”春而来，花开的气候物语。老舍

曾写道，“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

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

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

　　根据每年气候变化，中山公园樱花每

年在4月至5月次第盛开。专家介绍说，樱

花盛花期标志着青岛沿海一带气象意义上

的春季到来了。

二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份《全国赏樱地

图》：北京玉渊潭的樱花历史悠久，无锡太

湖鼋头渚的樱花交织着现代与传统，南京

鸡鸣寺的樱花平添几分禅意，武汉的樱花

浪漫火热……青岛中山公园的樱花靠实力

上榜。

　　独特的“先天禀赋”。不是所有城市都

适合种樱花。樱花为温带、亚热带树种，喜

欢阳光充足和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在地

球仪上画个圈你会发现，樱花的发源地喜

马拉雅山脉，“樱花之城”武汉、杭州等，几

乎都在北纬30度这条黄金带上。

　　青岛地处北纬35度附近，属于北温带

季风区，作为赏樱地标的中山公园，背依太

平山，面临汇泉湾，阳光充足、湿度适宜，与

樱花的生长发育节律“一拍即合”。

　　文人墨客的“诗意代言”。众多的文化

名人在青岛留下印记，在他们笔下总能找

到中山公园樱花的“踪迹”。

　　1925年康有为游园时，曾写下“落红

盈寸铺三里，夹道樱花似散云。碧海蓝

天景如画，纷纷游人画中来”的诗句。上

世纪三十年代，老舍旅居青岛，撰写过一

本短篇小说集，取名《樱海集》，其在青岛

拍下的照片中，就有樱花树前的留影。

臧克家的《青岛樱花会》，让人看到1934年

“樱花路是热闹的中心”。就连鲜少写抒

情散文的闻一多，也曾用浪漫、热烈的文

字描绘中山公园的樱花：“四月中旬，绮

丽的樱花开得像天河，十里长的两行樱

花，蜿蜒在山道上……樱花落了，地下铺

成一条花溪。”

　　樱花背后的城市美学。每年盛开的樱

花，是具有辨识度的青岛景观符号，创造了

具有生态价值和感性价值的美学无形

资产。

　　每当中山公园樱花盛开，青岛的城市

气质就变得格外浪漫旖旎。有网友说：“青

岛樱花一开，才知道什么叫浪漫满城。”青

岛人赏樱的步伐，也从中山公园扩展到了

城市的大街小巷。每到花季，海边、校园、

小区内、道路旁、山脚下……到处都有樱花

美丽的身影。一路繁花相伴，也让人重新

审视樱花在城市生活中的“显示度”。

三

　　春日百花争艳，樱花如何脱“樱”而

出？我们不妨从这三个“跳出”来解读

一番。

　　跳出植物之花的局限，拓展文化之花

的内涵。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全国的“赏樱胜

地”，就能清晰地看到，对大多数游客而言，

吸引他们奔赴的不只是漂亮的花朵，还有

花背后的人文景观。如武汉凭借着武汉大

学樱花率先“出圈”，武大的人文气息赋予

了樱花更多的内涵；南京、无锡等城市，则

将江南水乡的水土气候和樱花景观彼此

相连。

　　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地域特色、民俗

特点、文化特质，用好这些元素，才能在每

年樱花盛放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城市

美学。

　　跳出花期短暂的限定，拉长春日经济

的链条。

　　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持续7天，

这种“过时不候”的美丽特质，让樱花获得

了和其他种类的花卉不同的观赏性格，自

带文旅热度，美丽容易“变现”。要全面打

开“赏樱经济”，不能止步于“走马观花”。

　　樱花雪糕、樱花米酒、樱花奶茶、樱花

面、樱花鸭脖……要让樱花从“都市取景

框”里走出来，浸润日常生活，焕活城市美

学。此前，青岛樱花节着力打造“樱花+”，

汇聚樱花创意造型美食、樱花主题文创好

物等，补强玩法、延伸春日经济产业链。

　　跳出单一的园林绿化，营造复合型的

赏花IP。

　　“樱花下落的速度是秒速5厘米”“雾尽

风暖、樱花将灿”“樱花树之下，没有陌路

人”……与其他花相比，樱花自带的浪漫特

质让它成为营销的一大IP。南方城市频频

掀起“以花为名”IP经济热潮，“南京有座樱

花天梯”“AI视频看武汉樱花漫城”等樱花

主题的城市热搜轮番登场。

　　当前，各地都在更新赏樱地图，谁的品

牌形象更具特色、营销策划更有新意、推广

手段更富效果，谁就更有可能被人们了解、

记住。建园120余年的中山公园是青岛文

化IP的“富矿”，要用运营思维，放大樱花

效应。

　　当亿万朵樱花同时怒放，没有哪座城

市能忽视其带来的价值。一座城市的“含

樱量”，让美景慢慢变成了文化，成为这座

城市的独特记忆。

(转自青岛宣传)

赏樱，何以年年牵动人心

青岛中山公园樱花大道上，游客们前来赏樱。张青 摄

樱花盛开，引人驻足。张美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