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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河 浪 花

人间最美四月天，繁花满目，唯有牡
丹，独领群芳，一花倾城。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
药”，从牡丹进入《诗经》，三千年沧桑的时
空流转，菏泽牡丹笑傲春风，从历史长河
里走来，书写着华夏数千年延绵不绝的
文化脉络；从诗人的书卷中走出，彰显着
人间盛世的东方神韵，于百转千回间，留
下眼前的繁花似锦。

正值花期，风雨交加，周边城市还飞
雪落雹，春寒料峭。菏泽牡丹却无畏无
惧，破萼吐蕊，开得热烈，绽得恣意，在晶
莹雨珠的浸润下楚楚动人。

她喜欢独处，在风居住的街道，淡去
喧嚣，展颜吐芬芳，毫不掩饰属于自己的
光芒；她钟爱群居，连阡接陌，只等花信随
风至，便灼灼其华，汇就千顷花海。她们
有的素洁清雅，仙姿绰约；有的艳若蒸霞，
馥郁芬芳，让你移不开视线、挪不动脚步，

凝眸驻足。
史料记载，牡丹作为名贵的观赏花

卉，始于隋，兴于唐而甲天下于宋。由此，
骤雨初歇，我便步履轻轻，到城南堪称“小
家碧玉”的何家花园，寻芳溯源——别看
它玲珑小巧，却是始于隋唐时代的千年
名园，著名的“何园白”“何园红”牡丹，均
源于此。

春风裹挟着湿润扑面而来，和着牡
丹的芬芳，沁人心脾。数种名贵牡丹正
各显风姿，蔚为壮观。品居中流，华而不
俗，那是“葛巾紫”；洁白无瑕，清爽袭人，
那是“玉板白”；金楼千层，世称花王，那是

“姚黄”；色奇出众，别有千秋，那是“豆绿”
“冠世墨玉”“二乔”“娇容三变”……花大
盈尺，芳冠百花。

徐行，花香满径。几株粉紫色牡丹
闯入眼帘，她们带露半开，云髻低垂，摇曳
生姿，若丽人醉酒。端详片刻，我才惊觉，

这便是传说中的“酒醉杨妃”！忆及花名
的由来，不觉穿越时空，飘摇到将牡丹推
崇到“国花”地位的大唐盛世。

谷雨时节，月正圆，牡丹盛放，杨贵
妃心中欢喜，便让高力士在牡丹亭设宴，
欲与唐明皇赏花醉饮、共度良宵。久等
不至，才知他去了梅妃处，杨贵妃不禁一
阵酸楚，便自斟自饮，薄醉微醺。一阵微
风吹来，亭下盛开的牡丹绿叶摇曳，花朵
飘然，恰似美人儿步履摇晃、云髻低垂的
醉意羞态。杨贵妃看了，更觉伤心，豆大
的泪珠沿香腮流下，落到一株盛开的粉
蓝色牡丹花瓣上，点染上娇艳的胭脂斑，
花名“酒醉杨妃”也流传至今。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这是刘禹锡笔下的牡丹，他所说的真国色，
即大唐帝国最美的色彩；“花开花落二十
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是白居易笔下的
牡丹，也印证了早在唐代，牡丹就以其国色
天香深得百姓喜爱。自明朝始，菏泽牡丹
更是在国内独领风骚五六百年。而今，菏
泽牡丹不仅卓然绽放于全国各地，还在境
外很多国家吐露芬芳，凝香逸远。

身在中国牡丹之都，每年四月，我都
有幸与牡丹盈盈对视，可谓年年花下醉，
看尽几番红，淡然渐渐化作喜爱：因了她
的一身傲骨，被贬仍不屈，烈火焚烧又何
惧？还因了她的栉风沐雨，遥寄芳信春消

息，天南地北同绽放。就像万众一心的中
华儿女，只要祖国一声召唤，便不惧逆行、
共克疫情，巍巍大中华才打赢了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也正缘于此，这个春天，当疫
情遇上世界牡丹大会和第 29届菏泽国际
牡丹文化旅游节，牡丹园中，游人方可在
无边明媚的光阴里赏花簪花赋花，品味舌
尖上的“国色天香”；互联网上，花开满屏，
海内外游客足不出户，便可在“云”端领略
菏泽牡丹的雍容大气、国色天香。

在《葛巾》《青龙卧墨池》等动人的传
说中活色生香，牡丹总让我洞察她的灵
性——这个特殊的春天，她们的花容越
发倾国倾城，是为了盛装迎候逆行勇士
凯旋？亦或是为了复工复产、生机盎然
的大中国喝彩？而她那铮铮傲骨，不正
象征着华夏儿女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吗？因为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早已融入
每个人的血脉。国有召，召必战，不惧艰
险勇担当。幸得有你，山河无恙！

曹州春深，一花倾城，流醉千年光
阴……

很难想象，于黄河故道的单县偏远的杨楼镇土疙瘩
村，一望无垠的茫茫沙滩上，还有成方连片的娇艳牡丹，
如约的花期，如雪的花朵，把蛮荒的田野装扮得格外甜
蜜、分外妖娆。

土疙瘩，顾名思义，沙土成堆，田畴贫瘠，不适宜粮
棉生长，倒是林茂草盛，绿意盎然。十年前，村民引种了
油用牡丹，其遂在风沙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高耸的树
木和低矮的草芥争霸一方水土、一片时空，获得了独立
的生存空间，向季节、向乡村、向荒野、向天宇，尽情地彰
显着妩媚的容颜、释放着馥郁的情愫。

轻风裹沙，树擎蓝天，曲径通幽，车辙伸延……在新
建乡野别墅群的一旁，即是国色天香的别样春天。在这
里，与荒沙、朽木、枯草相依，牡丹雍容华贵、独占鳌头；在
这里，与和风、暖阳、天色对话，牡丹蕙质兰心、语颇隽永。

一位老者说，土疙瘩人祖祖辈辈耕种沙土窝，稼穑
欠收，食不果腹，贫困落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沙土窝
里长大的孩子们背井离乡，异域打拼，成就了不少老
板。这几年，念想沙土窝的孩子们衣锦还乡，创业桑梓，
慷慨解囊，再加上政策补贴，在苍茫沙滩上植树育林、营
造新村，追寻美好理想、开启崭新生活。

这位老者还说，这些年，他们种植的油用牡丹的效
益已不如从前，但大伙儿并不嫌弃，因为牡丹花开，改
变了偏远乡村的面貌。牡丹花期，爱花者纷至沓来，土
疙瘩一如集镇，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土特
产交易红火，农家乐门庭若市，经营者赚得盆溢钵满、
笑逐颜开。

4月初，土疙瘩的牡丹开始零星绽放，中旬次第盛开，花期至下旬，粉白的花瓣裹着
金黄的花蕊，向着天空袒露着颜值和心思。野蜜蜂最懂花意，在芯蕊上撒泼打滚，恣意
地享受着春姑娘纤指芳心酝酿的甜蜜。

爱牡丹的土疙瘩人，也学会了美丽张扬。4月 12日，他们特邀了一群气质非凡、优
美典雅的城市女子，在如白云覆盖的牡丹花丛中，走起了旗袍秀。粉的、黑的、棕的、绿
的、红的……霓裳羽衣、纤柔高挑、轻履缓步、多姿多彩，姗姗而来，宛若春天的使者，携着
轻风和银光，徜徉在温软的田埂上，鼓舞着牡丹竞相芬芳。这一群挚爱生活、崇尚美丽的
女子们，宛若安徒生童话中的花仙子，见证着“比尔和玛瑞的甜蜜爱情”，引领着暖风和柔
光启开美妙的心扉，诚邀蜂儿进来，采集一份欢欣、一份夙愿、一份承诺、一份丽景。

爱花者，遂爱仁。每到年末岁首，沙土窝里长大的孩子们都会如约捐资，举办
一年一度的敬老宴，且十多载不曾间断。百余老者聚首合食，牡丹籽油烹饪的佳
肴、牡丹花蕊冲泡的茶水、牡丹花瓣烤制的糕点，令老人畅饮、畅啖、畅谈，幸福之
感，油然而生。

我开始羡慕牡丹花、羡慕土疙瘩、羡慕生
于斯长于斯的牡丹和爱牡丹的人们。守土有
情、有诚守信，花随人意、人伴花美，这便是生
存的法则、幸福的源泉、美好的向往吧！

其实，土疙瘩的每一天都是花期，是牡丹
的花期！

一
忆昔廿年间，数游牡丹园。
谷雨香露好，东风嫩萼鲜。
万朵舞彩旌，百鸟歌丽天。
花海腾鳞浪，人潮涌笑颜。
日日念奇葩，长作梦中仙。

二
花海泱泱起虹云，蕊妍色暖动诗心。
魅力招来天下客，馥郁醉倒九州魂。
物华皆因地缘秀，人杰愈见文脉真。
智慧催出一身宝，链条拉长万点金。
最喜繁荣大文化，内涵美翻曹州春。

三
谷雨露浓催佳芳，煌煌灿灿百花王。
艳惊老城添新意，气压群葩占春光。
霞照沃野红烂漫，天赐丽质神女妆。
蜂喧蝶舞绕金蕊，莺唱人欢醉霓裳。
千枝万朵频频笑，一品一都笙歌扬。
汗水浇灌天宝地，勤劳妙手出华章。
更有网络电波转，五洲竞观第一香。

在我们旗杆张庄，远门的舅奶奶两口
子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说特殊，老两口是按
无儿无女的五保户来对待的；说不特殊，其
实，老两口是有一个儿子的。只是，这个儿
子下落不明，村里也只好按没有对待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舅奶奶两口子大约
有七十岁了，住在一个三间青砖瓦屋的小
院子里。那个时候，村里大都是三台五阶的
土坯腰子墙，浑砖到顶的瓦房非常稀罕。舅
奶奶为什么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呢？据说，解
放前，当年舅奶奶的娘家有一些钱，嫁给舅
爷爷时她还不愿意，但当年舅奶奶的父亲因
为爱喝酒，在酒桌上和舅爷爷的父亲斗酒，
喝醉了，稀里糊涂就答应了舅爷爷父亲的提
亲。因为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舅奶奶不
愿意也没有办法，就这样嫁了过来。

后来，她的父亲为了女儿说话硬气，
出钱盖起了这座三分多地的小院。而且，
当年，她的父亲还在院子里栽了许多花卉，
最有名气的，是一棵叫魏紫的牡丹。在当
年的农村，这花是不多见的，只有见多识广
的德顺爷知道来历，说：“这是有名的魏紫，
是牡丹中的花后，名贵着哩！”

后来，舅奶奶有了一个儿子叫秋成，
在学堂读书很有出息，考上了县里优级师
范学校。解放前的一个春天，他的儿子到
县里上学，从此就失踪了。有人说，国民党
军抓丁，秋成被抓走了。从那以后，舅奶奶
几乎哭坏了眼睛，满处托人找儿子，却一直
没有音讯，舅奶奶也一直没有生养，就这样
和舅爷爷一直两人过日子。土改的时候，

舅奶奶一家虽然院子好，但没有土地，划成
贫农，院子也没有动。

再后来，舅爷爷没了，一座小院子里
就剩了舅奶奶，她就这样过着平凡的生
活。一般的农家，因为常年干农活的缘故，
家庭院落都是乱糟糟的，没有条理，更没有
什么养花种草的爱好。但舅奶奶不同，她
的院落总是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乱草
烂柴。几只鸡也都被用整齐的木棍圈养起
来，不让乱跑。

那些院落中的花都被她照顾得很好，
尤其是那株魏紫，每当谷雨的时候，总会开
出硕大如碗的紫色花朵，重重叠叠、仪态万
方，吸引了不少村人来观看。舅奶奶对这
株魏紫尤其爱护，专门用竹条围护起来，不
让人靠太近。但有一年，舅奶奶却破例
了。原因是村里的一个妇女患了妇女病，
看中医时，开了几副中药，里面的一味中药
——丹皮，药店里却没有了。舅奶奶听说
后，二话不说，就找人慢慢挖开了那棵魏紫
的根，剥了不少牡丹根皮给那家人送去
了。因为舅奶奶的热心，村里的人对她都
很尊敬，小孩子也爱到她家去看花、玩耍。

小时候，姐姐带着我去到她家里玩，
看到舅奶奶坐在一把竹椅子上，在和煦的
春光下正拿着一本书在看。“舅奶奶，你还
看书呀？”我问。舅奶奶说：“过来，我考考
你。”我走到她跟前，舅奶奶指着书上的一
行字说：“看看，‘数丛兰杜聊为媵，一片笙
歌未是恩。’是什么意思？”我和姐姐都摇
头表示不知道。舅奶奶就笑了，但她也不
解释。于是，我们知道，舅奶奶是识字的，
而且，从舅奶奶拿的线装书来看，她不仅
仅是识字这样简单。

几年后，舅奶奶去世了。又过了几

年，一个老人在几个子女的陪伴下，来到了
村里。他就是秋成，当年，他被抓丁去了台
湾，两岸开放后，他才有机会回到家乡。在
舅奶奶住过的小院子里，秋成徘徊了许久，
最后，他在那株盛开的魏紫前跪了下来，泣
不成声，哭得几个孩子谁也拉不起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还在上小学，出于年
少的好奇和冲动，我横下心来，斗胆从家里偷拿了五
元钱，趁着“五一”前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悄悄地溜进
了火车站，想去菏泽看牡丹。

印象中从巨野到菏泽的火车票当时是 1.2元，下
午四点半左右发车，手捏火车票独自离家出行，为了
心中那神圣的“菏泽牡丹”，我像作贼似的急忙窜上列
车，开始了我人生第一次伟大的“西部之行”……

到菏泽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了火车，我开始有
点害怕，甚至为自己的鲁莽冲动感到后悔。因为花季
全部客满,宾馆有床位的也必须要“介绍信”，从未出过
门的我哪知道这些。恰在此时，一位操东北口音在菏
泽倒车的中年大伯也来到旅馆想住宿，因为没有介绍
信和我遭受了同样的待遇。不同的目的，相同的遭
遇，让我们这不曾相识的一老一小的心瞬间拉近了好
多，于是我们共同在菏泽街头开始了漫无边际的寻宿
之路……

旅馆没找到，肚子倒饿得咕咕叫。吃饭的地方是
一个夜市摊点，几乎每家都有水煮豆腐，我要了一碗，
两毛钱，那个大伯要了一盘牛肉让我吃。最后，我们找
到了一个小院落，房东老大爷开恩，“唉呀，这都十二点
多啦，给您算半夜，您爷俩拿一块钱吧！”地上铺的是麦
秸打的地铺，铺上的被褥已经看不出颜色，原来这是那
个时代的所谓“车马店”，但仅此，我很知足了，五毛钱
嘛……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开始在菏泽街头找牡丹，可谁
知一问路人都笑了：“菏泽城里哪有牡丹呀，牡丹园都

在城北呢”。我只能顺着路往东北走，大约十一点左右,总算找到了曹州牡丹园。
那时的“牡丹园”，其实还是“开放散养式”的，不收门票，各个花区之间全是田间土
路，牡丹园里好多花都没有护栏，和农村当年的棉花地没有多大区别，唯一的区别
就是把“魏紫姚黄”这些名贵牡丹品种用竹竿和钢丝做成篱笆围起来并挂上标示
牌，也算是“重点保护区”。一来提醒游客不能用手触碰损坏花朵，二为有“到此一
游”雅兴的游客照相提供有力的背景资料佐证。我钱少，不敢照相留念，就从花田
边捡了几朵不知谁扔下的残败牡丹花装进了随身带来的破提包里，也算回去给小
伙伴们炫耀有个“实物凭证”吧。中午时分，饥肠辘辘，园区门口有卖面包的，三毛
钱买了两块面包，就是我首次神游牡丹园的最佳午餐了……

下午返程，当时从菏泽到巨野汽车票 1.6元，汽车上我紧紧地护着从花田边捡
来的牡丹花，那种特有的花香似乎至今仍回味悠长……傍晚回到家偷偷地一盘
点，回来居然还剩下 1.2元和半块面包。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当年我那五元钱看牡丹、五毛钱住旅馆的陈
年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如今，菏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牡丹之乡”，并被
评为“中国牡丹城”，菏泽国际牡丹花会这
一品牌在全国已颇具影响力，并且从鲁西
南一步步走向世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优秀节庆城市”等新的城市标签让
每一个花乡之子无不为之骄傲和自豪。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真乃是“天翻地
覆慨而慷，神州巨变看花乡”！

一年一度到菏泽观赏牡丹成了生活
的惯例，今年因疫情的关系，不出家门便能
在网上观赏牡丹，别有一番情趣。

牡丹总是在四月初准时地绽开笑脸，
为广袤的中国大地增添一抹最绚丽的光
彩。跟随镜头徜徉在牡丹园，目睹各种牡
丹花万紫千红，迎风招展，争奇斗艳。她们
形体硕大，仪态万方，色香俱全，神韵潇洒，
雍容华贵，富丽端庄，绽放出迷人的笑靥。
导游介绍，牡丹花有 1259个品种，分九大
色系十种花型。牡丹的色系之广，花型之
多是其他任何花卉都不能比拟的。

牡丹又名百两金、木芍药、富贵花等，
唐代李正封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

的诗句，使“天香国色”成为牡丹的雅号。
可以想象，怎样的一朵花，才能配得上让众
花黯然、于姹紫嫣红中一枝独秀的称谓。
又是什么样的文人墨客，发挥了什么样的
想象力，给富丽雅典的牡丹花起了诸如“包
公面”“嫦娥娇”“出云红”等 1000多个恰如
其分的名字，让人闻之陶醉，令人浮想联
翩。牡丹的叶子“三叉九顶”，与皇宫礼仪

“三叩九拜”不谋而合，牡丹的叶子尚且高
贵如此，牡丹花则当然至尊无双。

清明前，牡丹的翠叶间便鼓起了紧凑
有致的翠玉白，这是牡丹花的初蕾。那白，
一日比一日鼓胀，珠圆，玉润。终于不再矜
持羞怯，于某个黄昏后，伴着月华，悄然绽

放。迷蒙的夜色里，浸染了牡丹浓郁的馨
香，花气袭人，倒春的寒意了然全消。整个
春季里，那些或烦躁，或平淡的日子，都因
为沐浴着“第一香”而爽润起来。

人们喜欢春天，在百花争艳的春光里，
少不了牡丹的点缀，毋庸置疑，牡丹经过了
千百年的精心培育，千姿百态，五颜六色，
博得众人的赞赏和喜爱，其傲视群雄、唯我
独尊、多彩多姿的风貌给人以美好的印象
和丰富的遐想。每次看到盛开的牡丹花，
都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她那以大地为舞
台，以春风为道具的精妙演出，营造出如梦
如幻的瑰丽场景，使我受到强烈的震撼。

一株浓丽的荷花形牡丹在阳光下迎风

起舞，煞是好看。透过拉近的镜头，看得更
加清晰。这是一株玉翠荷花牡丹，是明代栽
植的“牡丹王”，已经 410多岁了。她通体呈
紫红色，在青枝绿叶的衬托下，开着数朵热
情洋溢的花，如盛唐华清池中出浴的美人杨
玉环，秀色飘逸，香韵芬芳。花瓣似朱唇，边
缘墨紫，越往里颜色越淡，青紫，粉紫到中间
变成了粉色，再向里颜色又逐次加深，由粉
红变为暗红色，花芯嫩蕊突出，是极其鲜艳
壮美夺人眼球的大红色簇瓣，如一团团烈焰
腾腾的火炬，映红了天空，映红了大地，映红
了湖水，也映红了沉醉其中的游人。面对这
些绚丽多彩、风韵天成的牡丹，我们不得不
感叹造物主的神通广大，感谢花农的辛勤培
育，他们使牡丹园增添了灵气，增添了秀气，
让我们获得了美的享受。

我想，牡丹之美，在于姿，在于韵，在于
情，在于生活的富足、心灵的安逸。牡丹是
富贵之花，赏牡丹的人必也是心情闲适、追
求唯美的文人雅士，只有心中存在美、生活
向往美、感情追求美的人，才可能在工作和
生活中写出美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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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州 春 深曹 州 春 深 ，，一 花 倾 城一 花 倾 城
□ 庄友燕

云 赏 牡 丹 不 负 美 景
□ 魏建国

魏魏 紫紫
□□ 张长国张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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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 牡 丹
□ 徐广征

花香醉游人

李保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