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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对格桑花名称作恰当的解释，根据西藏历史及传说记载，并结合现代研究及西藏野生花卉分布，

对符合格桑花特性的植物进行对比、考证与分析，认为格桑花是伴随着西藏文明起源产生的一种花，原产西

藏，在青藏高原已有上千年的栽培历史，似菊、开黄花、药用价值高．发现与其较符合的植物有：喜马拉雅垂
头菊（Ｃｒｅｍ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ｄｅｃａｉｓｎｅｉＣＢＣｌａｒｋｅ）、千里光（Ｓｅｎｅｃｉｏｓｃａｎｄｅｎｓ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ＤＤｏｎ）、全缘绿绒蒿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Ｍａｘｉｍ．）Ｆｒａｎｃｈ］、金露梅（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Ｌ．）、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ｅｒ．）等
高原药用植物．同时格桑花也可认为是藏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期盼幸福吉祥的情感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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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桑花，藏语格桑梅朵，寓意“幸福”，为拉萨
市市花．据查《中国植物志》《西藏植物志》都无格
桑花的记载．有人说它是波斯菊、翠菊、金缕梅、狼
毒、紫菀、绿绒蒿等；有人说凡是抗性强、色彩艳丽

的高原花卉都是格桑花；还有人认为它并不是某

一种植物，它只是西藏人民对美好幸福的寓意，一

种情感的寄托等．因此，本文拟根据西藏历史与传
说记载，并结合现代研究及西藏野生花卉分布，探

索格桑花的起源及其内涵，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

参考．

１　格桑花词义考证与分析

关于格桑花的词义解释在许多工具书中均有

记载．《中国文学大辞典》（第７卷）：格桑梅朵为藏
语，意为幸福花；《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格桑是

现行藏族“姓氏”，今四川之理塘有分布，原籍西藏

日喀则，原为一种花的名字；《现代汉语大词典》

（下册）：生于西藏的一种野花，形如菊，开黄色小



花，藏族把它作为幸福与爱情的象征；《中国少数

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格桑花”为藏

语译音，意为“六月菊、长寿菊”．根据上述记载，我
们可初步推断格桑花是藏语译音，是生于西藏的

一种植物，形如菊，６月左右开花，为黄色小花，花
期长，种类不详．是藏族人民心中的幸福之花，是
期盼幸福吉祥与美好爱情的象征．

２　历史背景与格桑花传说

美丽动听的故事传说往往源自于悠久的历史．
不难发现，在格桑花的故事传说中，总会留有历史发

展的痕迹．探索格桑花的渊源，还需从历史的发展与
背景入手，分析相关神话传说，从而进一步理解藏族

人民心中的格桑花文化内涵．
２１　格桑花与历史背景

公元前３世纪，雅隆部落的第一个王—聂赤赞
普出现在藏族历史上，当时的藏族人民在与大自

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然界的

一些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某些部分有消除病痛的

作用．到了第２８代赞普妥土日聂赞时期，从天竺、
象雄、吐谷挥等地传入医学科学．相传此时期，由
于雅隆悉补野自然灾害频繁，为了鼓舞民众的信

心，增强战胜自然灾害的勇气，妥土日聂赞就将其

以驱邪消灾为内容编成故事和戏剧，广为表演，起

到良好的作用［１－２］．格桑花的传说故事有可能源
于此时期．

公元６４１年，文成公主入藏时，随带了大量佛
像、经书、工技著作、医方医著医械、珍宝、农作物

种子等［３］．因此，格桑花也有可能在此时期或以前
就有称谓．
２２　格桑花的传说故事
２２１　藏族植物传说

相传藏北原野本无花草，是一望无际的荒漠空

野．后来，搬来一户牧民，其儿子在梦中受到指点，到
普陀罗山盗回花籽，就使藏北草原长满鲜花绿草．于
是人们将这种花称作格桑花，意为“幸福花”，因为

它给人们带来了幸福．［４］

２２２　其他传说故事

杨青松等［５－６］记载的“天神传说”，说到格桑

花是藏族诸神中掌管人间疾苦和幸福的天神，他

帮助人类战胜了瘟疫；而“姐妹传说”中说到格桑

花和雪莲花曾是姐妹，都在喜马拉雅山生活并变

成了鲜花；杨青松等［５－６］与央金卓嘎［７］记载的“高

僧传说与格桑活佛传说”内容基本相同：很久以

前，一位来自遥远国度的活佛，利用西藏当地的一

种植物治愈了一场严重的瘟疫，人们为了纪念他，

把他用来治病的植物称为格桑花．
２３　分析

综上所述，结合历史、传说及文献报道，说明

格桑花名称由来已久，是伴随着藏族文明的发展

而产生的，与防治瘟疫、传染病有关，因此，推断格

桑花可能是产于高原并在西藏生长的一种具有药

用价值的花卉植物．

３　格桑花的相关研究

许多学者关于格桑花名称渊源的研究结果不

一致．杨青松等［５－６］通过“高僧传说”“天神传说”

“姐妹传说”分析认为，格桑花在青藏高原广泛分

布，具有药用价值，很有可能是以委陵菜为代表的

开黄花的蔷薇科委陵菜属植物．央金卓嘎［７］认为

波斯菊不是格桑花，而翠菊印证了“蒙古传说”中

格桑梅朵的特征，缘毛紫菀较符合“格桑活佛”的

故事．张一诺［８］报道中提到，格桑花并非一种花，

是指开放在藏区等地的一些野花，是许多花朵的

统称．龙行天下［９］认为格桑花并不是确指那一种

花卉，藏族群众把波斯菊、杜鹃花、金露梅等统称

为格桑花．韦素敏［１０］研究显示，格桑花是高原的杜

鹃、狼毒、波斯菊等．韩荣荣等［１１］的研究没有表明

格桑花为何植物，文中仅提到以青藏高原的格桑

花为原料提取天然色素．

４　西藏自然环境与格桑花假定植物特性分析

西藏幅员辽阔，地势高亢，为青藏高原的主体，

其草地资源丰富，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海拔
３５００ｍ以下的河谷草地，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ｍ以上的亚
高山和高山草地均有野生花卉分布［１２］．根据西藏植
物分布种类及西藏历史、传说故事和现代研究中格

桑花的渊源与说法，并通过查证《中国植物志》［１３］

《西藏植物志》［１４］等工具书，将开黄花、药用价值

高、生于高原的花卉植物列为格桑花的基本特性，因

此将其分为菊科花卉和其他花卉两大类［１３－１５］进行

分析．
４１　菊科花卉

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菊科植物约有 １００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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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２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种．我国约有２００多属，２０００多
种，产于各地．西藏有９０属，５０８余种．因此，本研究
的查证要点为：似菊，６月左右开花，开黄花、花期
长，药用价值高（防治瘟疫、流行病），适宜高海拔地

区生长．为此将菊科花卉又分为西藏原产种和西藏
引入栽培种两大类进行以下分析．
４１１　西藏原产种

１）千里光（Ｓｅｎｅｃｉｏｓｃａｎｄｅｎｓ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Ｄ．
Ｄｏｎ）．多年生攀援草本，头状花序有舌状花，在茎
枝端排列成顶生复聚伞圆锥花序．舌状花 ８～１０
个，舌片黄色，长圆形．管状花多数．花冠黄色．花
期８月至翌年 ４月．产西藏、陕西等地，常生于森
林灌丛中，攀援于灌木、岩石或溪边，海拔 ５０～
３２００ｍ．全草入药，性苦、辛、凉．具清热解毒、凉血
消肿、清肝明目之功效．
２）垂头菊属（Ｃｒｅｍ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多年生草本，茎

细瘦，直立，单生，高３０～４０ｃｍ．头状花序单生，下
垂，辐射状．舌状花黄色．管状花多数，深黄色．花
果期６～９月．本属是喜马拉雅山及其毗邻地区的
特有属，现知 ６４种，集中分布于青藏高原和西南
山区．生于高山灌丛、高山草甸及高山流石滩生境
中．本属多可入药，味苦，性凉．功能清热、解毒、止
痛．有 垂 头 菊 ［Ｃｒｅｍ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 ｒｅｎｉｆｏｒｍｅ（ＤＣ．）
Ｂｅｎｔｈ．］、喜马拉雅垂头菊（Ｃｒｅｍ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ｄｅｃａｉｓｎｅｉ
ＣＢＣｌａｒｋｅ）等．
３）狼杷草（ＢｉｄｅｎｓｔｒｉｐａｒｉｔａＬ．）．１年生草本，茎

高２０～１５０ｃｍ，头状花序单生茎端或枝端，直径
１～３ｃｍ，无舌状花，全为筒状两性花，黄色．原产
我国多地，青藏高原广泛分布．全草入药，功效清
热解毒．主治感冒、扁桃体炎、咽喉炎、肠炎、痢疾、
肝炎等．
４）黄花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ｎｎｕａＬ．）．１年生草本，

浓烈的挥发性香气．茎单生，高１００～２００ｃｍ，头状
花序球形，多数，有短梗，下垂或倾斜，在分枝上排

成总状或复总状花序，并在茎上组成开展、尖塔形

的圆锥花序．花深黄色，花果期８～１１月．产拉萨、
察隅，生于海拔３０００～３６５０ｍ，中国分布广泛．中
药“青蒿”（神农本草经）即本种，民间作清热、解

暑、凉血、止血和止盗汗用，其含有的“青蒿素”为

抗疟的良好药物．
５）紫菀属（Ａｓｔｅｒ）．（ａ）缘毛紫菀（Ａｓｔｅｒｓｏｕｌｉｅｉ

Ｆｒａｎｃｈ．）．多年生草本，头状花序在茎端单生，径

３～４ｃｍ稀达６ｃｍ．舌状花３０～５０个，舌片蓝紫色．
管状花黄色．花期５～７月，果期８月．生于林缘、灌
丛、高山草地，海拔为２７００～４０００ｍ．产于西藏、四
川、云南、青海等地．西藏中草药，藏名“阿恣”．药用
根茎及根，有消炎、止咳、平喘之效．

（ｂ）萎软紫菀（ＡｓｔｅｒｆｌａｃｃｉｄｕｓＢｕｎｇｅ）．多年生
草本，茎直立，高５～３０ｃｍ，不分枝，头状花序在茎
端单生．舌状花 ４０～６０个，舌片紫色，稀浅红色．
管状花黄色．瘦果长圆形．花果期 ６～１１月．广泛
分布于我国西部，也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区和中亚

等地．有变型及亚种，多生于西藏海拔 １８００～
５１００ｍ的高山草地、石砾地等，全草治肺病、肺结
核、百日咳、目疾．

紫菀属的种类从产地、花型、颜色、功效方面都

较符合格桑花的基本特性，但舌状花常为紫色，可以

排除．
４１２　引入栽培种

１）秋英（Ｃｏｓｍｏｓ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ｕｓＣａｖ．）．别名为大波
斯菊、八瓣梅等．１年生草本花卉，茎直立，高为
１～２ｍ，花序单生，舌状花红紫色、粉红色或白色．
管状花黄色．花期较长，耐贫瘠土壤，能大量自播
繁衍．原产美洲墨西哥，我国拉萨、林芝庭院常栽
培．全草具有清热解毒、祛湿止痢等功效．根据史
书［１６－１７］记载于明朝万历年引入西藏．其栽培时间
与格桑花不符，可以排除．
２）翠菊［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ｐ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Ｎｅｅｓ］．别

名江西腊、五月菊、格桑花．原产中国，栽培历史悠
久，１７２８年传入法国［１８］．１年或 ２年生草本，高
１５～１００ｃｍ，头状花序单生于茎枝顶端，在圆艺栽
培中花瓣可为多层．红色、淡红色、蓝色、黄色，花
果期５～１０月．产于我国吉林、河北、云南等地．拉
萨至昌都常见栽培．可清热凉血，主治咳嗽、咳痰、
衄血等症．由于翠菊称为格桑花距今仅有 ７００多
年，不符合格桑花的历史，可以排除．
３）百日菊（ＺｉｎｎｉａｅｌｅｇａｎｓＳｅｓｓé＆Ｍｏｃ．）．又名

百日草，１年生草本，茎直立，头状花序径 ５０～
６５ｃｍ，单生枝端．舌状花深红色、玫瑰色、紫堇色
或白色．管状花黄色或橙色．花期６～９月，可达３
个月．原产墨西哥，为著名观赏植物，我国各地栽
培很广，拉萨常见栽培．具有清热利尿、解毒等
功效．
４）大丽花（ＤａｈｌｉａｐｉｎｎａｔａＣａｖ．）．别名大丽菊、

２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天竺牡丹、西番莲等，多年生草本，茎直立．头状花序
大．舌状花１层，白色、红色、或紫色．管状花黄色．有
时栽培种全部为舌状花，花期６～１２月．原产南美洲
及中美洲，中国１９世纪后期引入，现全国各地栽培，
拉萨至察隅偶见栽培．
５）金盏菊（Ｃａｌｅｎｄｕｌ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ｈｅｎ．）．１年生草

本，高２０～７５ｃｍ．头状花序单生茎枝端，直径４～５ｃｍ，
小花黄或橙黄色，花色鲜艳夺目，花期４～９月．原产欧
洲南部及西亚北部，我国拉萨、林芝、波密等地常有栽培．
４２　其他花卉

具有西藏特产，６月左右开花，开黄花、花期长，
防治瘟疫、流行病，分布于高海拔地区等特征的花卉

植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４２１　绿绒蒿属

《中国植物志》［１３］记载的绿绒蒿属（Ｍｅｃｏｎｏｐ
ｓｉｓ）共４９种，其中４８种均分布于东亚及中国喜马
拉雅地区，我国产３７种，多处于野生状态．植株矮
小，花型秀丽，花色鲜艳，有黄、蓝、红等色．有些种
类入药，药用价值较高，有清热、利尿、消炎、止痛

之效，用于肝与肺的热症、水肿．全缘绿绒蒿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Ｍａｘｉｍ．）Ｆｒａｎｃｈ］花瓣 ６～
１０片，黄色，倒卵形，长达６ｃｍ．
４２２　委陵菜属

委陵菜属（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主要分析下述两种植物．
１）金露梅（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Ｌ．），落叶灌木．单

花或数朵生于枝顶，花直径２２～３０ｃｍ，花瓣黄色
鲜艳，花果期６～９月．产于西藏、云南等地．生于山
坡草地、砾石坡、灌丛及林缘，海拔１０００～４０００ｍ．
其变种伏毛金露梅、白毛金露梅、垫状金露梅均生于

西藏．花、叶入药，有健脾、化湿、清暑、调经之效．
２）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ｅｒ．）．别名救荒

本草，多年生草本．伞房状聚伞花序，花瓣黄色．花果
期４～１０月．产察隅，生于山坡草甸，海拔３０００ｍ．
４２３　狼毒

狼毒（ＳｔｅｌｌｅｒａｃｈａｍａｅｊａｓｍｅＬ．），别名瑞香狼
毒、断肠草等．多年生草本或亚灌木，通常具木质
的根茎．花白色、黄色或淡红色，顶生无梗的头状
或穗状花序，花期春夏，果期为夏秋．产于亚东、江
孜一带．生于海拔３５００～４６００ｍ的山坡、草地、高
原低丘的沙砾冲积扇地带．以根入药，有祛痰、治
积之功效，外敷治皮肤病．
４２４　高山龙胆

高山龙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ａｌｇｉｄａＰａｌｌ．），别名为白花

龙胆、白山龙胆、苦龙胆．花冠黄白色，具多数深蓝
色斑点．花果期 ７～９月．产新疆、吉林．生于山坡
草地、河滩草地、灌木丛、林下、高山冻原，海拔

１２００～５３００ｍ．
４２５　斑唇马先蒿

斑唇马先蒿［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ａｖａｒ．ｔｕｂｉｆｏｒ
ｍｉｓ（Ｋｌｏｔｚ．）Ｔｓｏｏｎｇ］，低矮草木，高５～２０ｃｍ．花均
腋生，花冠黄色，长４～７ｃｍ．花、果期５～１０月．产
拉萨、林芝、察隅等地．一般生长于海拔 ２７００～
５３００ｍ的高山草甸、沼泽、湖边、河谷及溪流两
旁、云杉林缘等．
４２６　杜鹃花属

杜鹃花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是杜鹃花科（Ｅｒｉｃａｃｅ
ａｅ）中最大的属，有９００种左右，黄花类型主要有：
羊踯躅［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ｍｏｌｌｅ（Ｂｌ．）Ｇ．Ｄｏｎ］、黄花泡
叶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ｅｉｎｇｈｋｕｅｎｓｅＫｉｎｇｄｏｎＷａｒｄ）、
细枝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ａｍａｎｄｕｍＣｏｗａｎ）等．

５　结果与分析

从西藏文化及历史来看，格桑花的称谓是伴

随西藏文明起源而产生的，原产西藏，在青藏高原

已有上千年的栽培历史，是菊科花卉中的某一种，

六月左右开放，开黄花，药用价值较高（清热解毒、

防治传染性疾病）．因此，结合格桑花假定植物特
性分析推断，喜马拉雅垂头菊、千里光、黄花蒿、狼

杷草这些西藏原产植物与其较符合．而当今民间
广为认定的翠菊是元代引入，波斯菊是明代引入，

百日菊和大丽花等都是近代引入，在西藏栽培的

历史不长，可以推断它们不是格桑花．
若不考虑似菊外形，仅从开黄花，药用价值

高，六月左右开放来看，格桑花可能是一类原产中

国西藏的高原花卉，栽培历史悠久．除了菊科４种
植物外，全缘绿绒蒿、金露梅、委陵菜等高原药用

植物也与其较为符合．
此外，格桑花也可能并不是具体的某种花卉，

是生长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幸福之花”，是一种文

化符号、精神象征，是藏族人民情感的寄托，只要

是美好的事物，诸如植物、人、精神等都可称之为

“格桑花”．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研究者进行与格桑
花相关的研究时，应指明格桑花代表的具体植物，

否则容易引起对植物的混淆和误解．
（下转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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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Ｊ］．ＬｅｃｔｕｒｅＮｏｔ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

３９７：１０５０－１０５６．

［１９］ＭＡＪＩＰ，ＰＡＬＳＫ．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ｂａｓ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ＦｕｚｚｙＣ

ｍｅａｎ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ｃｅ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０７，３７（６）：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１５２９－１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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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于格桑花的渊源调查还存在局限性，
仅以词义考证、历史及传说为线索进行分析推断，

还不够完备，尚需进一步考证．总之，研究还有待
于从历史、民俗文化以及格桑花文化发源地生境

入手，并结合植物的特性进行考证，一定会找到更

科学严谨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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