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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主办

常说人间最美四月天，但对临夏人民来说，更美
的怕是被冠以牡丹月的五月天。

临夏牡丹又称河州牡丹、河州紫斑牡丹，因其花
瓣基部有明显的紫色斑点而得名，有着 1400多年的
栽培历史。相传，文成公主进藏和亲路过临夏住在
炳灵寺时留下数株牡丹，经过千百年繁衍发展，也留
下了家家户户种牡丹的习俗。据考证，在当地供奉
文成公主的寺院里有大量牡丹元素的唐卡图案，在
出土的金代墓葬中有牡丹砖雕的纹饰，而明嘉靖版
《河州志》中有百姓家家户户种牡丹的记载。

小城万千的牡丹，紫斑牡丹是魁首。生长在临
夏大地上的紫斑牡丹，与菏泽牡丹、中原牡丹泾渭分
明，那绚丽的花色，花瓣基部的红、紫、黑三色组成的
放射斑，独树一帜，熠熠生辉。因此，作为耀眼的城
市名片，成为标签，恰如其分地贴在临夏的词典上。
因而，当提及临夏，人们就会想到牡丹，就有身处国
色天香的佳境和美感。

春光明媚的五月，数万株牡丹，一夜之间绽放。
有些安静的小城，因为牡丹的绽放，一切突然热闹
起来。在临夏市大夏河牡丹长廊风情线上，不管是
小城居民，还是外地游客，被牡丹吸引纷至沓来。于
是乎，长廊人流涌动，流连忘返，把赏牡丹的情趣推
送到高潮。

万紫千红的花光，如醉如痴、摩肩接踵的人
流，令牡丹长廊纷繁无比。加之小城多年来举办的
关于牡丹的各项活动，又为紫斑牡丹的绝美戴上
金色光环。

就像樱花一样，紫斑牡丹浓淡不一，淡粉、深粉、
紫红、月白……一朵朵，千朵万朵，似身着旗袍的女
子，在蝶舞蜂闹中，袅袅婷婷，醉了游客，也醉了等候
她的有心人，醉了季节。所有的美好皆在切切地等
候中妖媚心思，那姿态、那境界，又如水墨画里款款
而来的女子，对镜帖花黄的婉约，晚睡后的慵懒，临
窗而读的安逸，皆在绿叶间闪现柔媚。

晨风中，在人流里，在喧闹中挪步，一一品赏，心
情如牡丹一样富贵了。在牡丹的国度里，走着看着
望着欢喜着，一点也不觉得累。一步一步，身心皆与
牡丹融为一体。约会的牡丹，静思的牡丹，沉思的牡
丹，孤芳自赏的牡丹，形影相吊的牡丹，茕茕孑立的
牡丹，灿烂的牡丹，忧伤的牡丹，暗喜的牡丹，偷窥的
牡丹……万千姿态，惹人喜爱。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只要静心，只要细品，花中之王极致的美，都会尽收
眼底，都会刻进骨子里。

晚风习习，又在牡丹长廊信步而行，惬意感油然
而生。风来，幽香扑鼻；闭眼，深呼吸。享受片刻的
安宁，在幽静里恬淡心情，又是一番心境。

小城之人，很是珍惜牡丹，赶着在晚春的大好时
光里，尽情享受牡丹赋予的欢乐，一点也不懈怠，抢
着赶着，赶赴与牡丹的约会，因为稍不留心，就会错
过美好相会，唯有来年方可一睹芳容。

逛累了，又步入农家乐，堂倌麻利端上三炮台盖
碗，等客人自己放好茶叶、冰糖、桂圆、红枣

等八宝茶配物后，倒上牡丹花水

（方言，指刚烧开的开水），又饱览院子里的牡丹，别
有一番情趣。讲究点的农家乐老板，三炮台盖碗的
瓷细腻，富贵牡丹的花色，颇为养眼。

临夏人就是如此喜爱牡丹，怎么赏也赏不够，无
论何处遇见，依然眼馋，会多看几眼。

于是乎，喝着牡丹花的盖碗茶，又在牡丹人家歇
息，一盘东乡手抓羊肉，一份东乡土豆片，再来盘肉
末粉条和酸辣白菜，人们常说的东乡族的四大名菜，
与牡丹一样有口碑，若胃口好，再来一碗清汤面片，
极为惬意。

紫斑牡丹在临夏栽培最普及、群众基础最广泛，
家家种植、户户栽培，牡丹月里行走，随处可见。风
来，浓香扑鼻，那芬芳，弥漫在角角落落。

带晨露的牡丹，又别有一番韵味。一颗颗露珠，
在花瓣上滚动，剔透中欲滴的情愫，越看越喜欢。

本就是尊贵的花王，所以，骄阳下，恹恹在所难
免，爱牡丹爱到极致的人家，会在牡丹上方搭凉棚，
避免日头太烈或是雨打牡丹，哪怕牡丹多开一天，也
心满意足。说来也是，那些搭了凉棚的牡丹，很解人
意，自会开到荼蘼。

你听听，佛头青、绿贵妃、醉美人，都与美搭调，
虽说远居一隅，硕大的花冠，独具特色，独特的浓香，
曾获第三届洛阳牡丹节铜奖。

其实，获不获奖以前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牡丹
让著名歌唱家蒋大为远道而来，几番在牡丹节上吟
唱《牡丹之歌》，还有钢琴家郎朗，也为没有饱览牡
丹的怒放，只能在砖雕上或是讲解中过过紫斑牡
丹的眼瘾。

小城的艺术家们，写牡丹、画牡丹、拍牡丹，把对
牡丹的情有独钟，彰显得淋漓尽致。一幅幅画，一行
行诗作，一帧帧照片，让紫斑牡丹活色生香，让紫斑
牡丹香飘十里，让紫斑牡丹风华绝代，让紫斑牡丹独
树一帜，把紫斑牡丹的独特美学价值，呈气吞山河之
势，使牡丹的富丽堂皇和精彩余味悠长。

在小城，如若错过了牡丹盛开的季节，那么在关
于墨色牡丹里敞开心思，在牡丹的江山里任心思翻
飞，也是享受。因为牡丹备受许多画家的青睐，他们
不惜笔墨，不惜才情，画笔只为其挥舞。纷繁与静谧
里，国色天香洋洋洒洒开来。那些赏心悦目的色泽，
轻轻漾开的素雅，彰显富贵的高雅，犹如安之若素的
女子，娉婷在画中。

花瓣、叶子、枝干，在宣纸上妩媚，翩翩起舞，那
份娇贵那份雍容，草长莺飞、蝶舞蜂闹，风起，花落，
宛如站在远方，将身心印于其上，初心不改的真，隐
在一笔一画里。

素雅与艳丽，芬芳与凋零，堆叠起的一个空间，也将
灵魂和追求堆叠，一杆杆画笔，一盒盒色彩，勾勒出自己
的江山，仰望俯首间，一本关于牡丹与自我的史书。

行走乡村，总会看到庭院里的牡丹，开得热闹。
也会循着香气，觅见几株牡丹。当下的农家，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不管是买还是索要，院里院外是要栽上
几株牡丹的，虽说当初栽种时植株小，可没几年，就
长高了，枝繁叶茂，花自然也多，花头也大。牡丹也

解风情，不管在农家还是街头，总在前前后后、起起
落落中，次第开放。

每当四月底五月初，牡丹三五朵地开了。临夏
人在院中摆上桌子，支上凉伞，喜茶者，三炮台的盖
碗茶，牡丹花的开水，掌心托着牡丹花色的三炮台，
喝着牡丹花水，看着牡丹，嗅着牡丹花香，话题也绕
着牡丹，日子赛过活神仙。喜酒者，则是几盅小酒下
肚，话匣子拉开，兴趣所至，唱上几句，哼上几曲，再
也惬意不过。

男人们的日子，一天如此打发，也不怕耽搁活
计。牡丹一年只看一次，活可以天天干，可不能错
过好日子。

女子也不会与此美妙时光擦身而过，相互撺掇
进城看牡丹，或者干脆聚在一起，来个牡丹花会。有
的女子，即使如此，手里也会举着鞋垫、枕套、苫巾等
一些绣活，五彩丝线，指端的牡丹，也在白色的布头
上盛开，其淡雅，其娇艳，与那些飞针走线的绣娘一
样，其心其性，皆如一朵朵牡丹花。很是钦佩那些女
子的眼力和心性，大红大紫大绿，凡是自己想到的花
色，都毫不保留地无所顾忌地任其绽放。

老太太虽老眼昏花，却对牡丹喜爱有加，一枚随
身携带的针插，图案也是离不了牡丹的。红的，绿
的，紫的，黑的，但凡喜欢的颜色，由着自个的性子搭
配，在一针一线中，让针也在藏身处盛开在一朵朵牡
丹间。成为佳话的东乡绣娘，她们绣的牡丹，不仅有
服装鞋帽还有手机挂件等，其富贵兴旺的美好寓意
不言而喻。

河州牡丹非遗文创产品的风景线也无比靓丽，
同样魅力无穷、大放异彩。蛋雕、木雕、砖雕、泥塑、
雕刻葫芦、彩陶、掐丝珐琅、手工绢花等精美别致，琳
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融入的创意、时尚、文化元素
不仅延伸了牡丹文化的产业链，也让不同艺术形式
的牡丹在时空上走得更远，已成为展示临夏形象、宣
传河州牡丹、擦亮临夏名片的重要载体。

因为牡丹，临夏被冠以“中国牡丹之乡”；因为
“花儿”，临夏有“中国花儿之乡”的美誉。如今，两大
关于花朵的殊荣，让河州儿女倍感荣幸，虽说二者看
似毫不关联，实又紧密相连。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花
儿”里，都离不开白牡丹、红牡丹、黑牡丹。“阿哥的白
牡丹”“尕妹是牡丹”“尕妹是牡丹院子里开”等等，牡
丹是“花儿”表达爱情不可或缺的。

在牡丹园里，喝牡丹花茶、品牡丹饼、听牡丹令
的“花儿”，饱腹一个个牡丹“宴”，继而徜徉在西北独
有的紫斑牡丹丛中，眉开眼笑，生活也变得国色天
香，日子过成了神仙。

世间所有的美，都会令人心生遗憾，牡丹花也
一样，粉墨登场之后，又在凋零中退场，花瓣随风飘
落，零落成泥。有心人，总会俯身捡拾，而后小心翼
翼夹在心仪的书本中，随时一翻，一股清香淡淡入
鼻。虽历时日，但弥留的气息，几年间依旧淡淡地
留存在书中。

河州最美牡丹月，牡丹月里乘风来，万千花光与
潋滟春光中，牡丹的一切让人心生万分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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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容华贵、风华绝代……临夏牡
丹的芬芳醉了一波又一波的最美春天，作

为“中国牡丹之乡”的临夏，已是处处牡丹盛
开，国色天香。紫斑牡丹是临夏的又一张靓丽
名片和金字招牌，牡丹文化已浸透到临夏人的
骨子里、临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兴起的牡
丹产业也成为临夏人幸福生活的必然标配！

从即日起，本报从种牡丹、写牡丹、画
牡丹、摄牡丹、绣牡丹、刻牡丹、浪牡丹

和吃牡丹等方面深度诠释临夏牡
丹的厚重文化，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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