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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主办

拍 牡 丹 临临夏人最高级的浪漫夏人最高级的浪漫
●马莉莉

河州牡丹河州牡丹 赵永正赵永正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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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热”自古有之。“花开花落
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唐朝白居
易笔下的赏牡丹盛况，就跟我们今天
的抖音热搜、热歌霸榜差不多。

在临夏，每年五月，牡丹成了人
们生活的主角，见面打招呼从“吃了
吗？”变成“你家牡丹开了吗？”其重要
程度不亚于一日三餐。

一时间，朋友圈里与牡丹有关的
图片和视频比比皆是。人们以竞相
赏牡丹为乐事，而最好的表达方式就
是拍摄。有人喜欢白雪塔的浪漫，有
人爱恋河州粉的纯洁，有人醉心蕉头
朱砂的高雅，有人沉迷玉壶冰心的祥
和。大夏河边的牡丹长廊是拍照打
卡的胜地，院中的牡丹迎客是烘托氛
围的良方，瓶中的牡丹插花是生活情
趣的表达，如果在牡丹背景下来一张
全家福，那可谓是临夏人最高级的浪
漫了。

天生丽质

牡丹似乎从不掩饰她自己的光
芒，春风吹拂、渐渐苏醒，伸个懒腰、
缓缓绽放，落落大方、花开未央，便
不可一世地惊艳了天下。仪态万
千，雍容华贵，牡丹的天生丽质让本
就喜欢追求美好的人乐此不疲，不
必花费多少心思就能找到契合自己
的一款。

临夏紫斑牡丹有着800多年的历
史，因花瓣基部有明显色斑而得名。
相比中原牡丹、江南牡丹，紫斑牡丹
具有更加明显的高品质特征，寿命
长、株型高大、香气袭人。而且，临夏
因不同地区的海拔差异，紫斑牡丹有

着长达三个月的观赏期，引得无数摄
影家竞相拍摄。

在 2023年 8月 15日举行的首届
“方圆杯”牡丹摄影大赛上，就收到省
内众多摄影家及摄影爱好者的投稿，
其中，组照类作品 35组、单幅类作品
547幅、短视频25个，分别获得各类奖
项。荣获二等奖的我州著名摄影家
作品《高原紫斑牡丹基地》备受大家
的瞩目，作者在这幅牡丹作品中拍出
了临夏独具气候海拔特征下呈现出
的“一眼望四季”的奇观，让很多评审
家叹为观止。

临夏人有能力识别牡丹所呈现
的客观美，并且有潜力创造关于牡丹
的一切美好事物。

情感表达

牡丹满足了人的审美需求，但孤
芳自赏对于牡丹而言似乎有些不合
适，那不妨将这份美好赠与别人。

牡丹成了情感的载体，那些用语
言或行为不便表达的情感，都可以用
牡丹来传递。最常见的，就是用牡丹
来抒发作为临夏人的自豪。既有文
人“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的赞
誉，更有老百姓随口唱起的花儿“深
不过海来高不过山，俊不过临夏的牡
丹”“好丝绸出在杭州，好牡丹出在
河州”。

牡丹还常常与爱情联系在一起，
牡丹绽放的场所会让女性感觉更加
浪漫。“老奶奶（临夏老年夫妻间的称
呼），站好，我给你跟牡丹啦照个
相！”相濡以沫的爱情不就是每年牡
丹花开的时候，老爷爷以牡丹为背景

给老奶奶照相的情景吗？其情其境，
让牡丹成为永恒爱情的象征。

意识象征

牡丹作为我国人民心目中的国
花，地位一直不曾撼动，是有其渊源
的。魏晋南北朝时就有牡丹栽培记
载，在唐宋艳压群芳被誉为“花王”，
明清迁都北京，在极乐寺内遍植牡
丹，题匾曰“国花寺”。牡丹在经历
千余年的演化和沉淀后而愈发风姿
绰约。

牡丹之美在不娇、不傲。被众星
捧月，但并不娇气，“百处移将百处
开”，不管身在何处，都倾其所有绽放
舒展，将美毫无保留地呈现。

牡丹代表着富贵、祥和，临夏人
喜欢种牡丹，民间曾有“家家庭院种
牡丹，户户堂中挂字画”的习俗，人
们通过这种方式寓意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每年牡丹花开，临夏人都会
邀请客人来家中赏牡丹，倒上八宝
盖碗茶，摆上自家做的花馃馃……
看着亲朋好友与自家牡丹贴脸合
照，主人心里别提有多开心。最后，
再与牡丹拍上一张大合照，发个朋
友圈，心情就跟五月的牡丹一样，乐
开了花……

传播赋能

牡丹，作为城市的文化标识真
是再合适不过了。进入五月，“临
夏紫斑牡丹”“牡丹长廊”“河州牡
丹嘉年华”等成为网民关注、检索

的热词。在今年的河州牡丹文化
嘉年华期间，临夏州融媒体中心以
视频为主，加强交互传播，创造性
做好牡丹营销，用青春语言讲好临
夏故事，与网络名人、游客、市民共
同创造了多个热点话题。在“十省
名城联动 共扬国色美名”——

“盛世牡丹耀中国”大型融媒体联
动报道中，总阅读量高达 2 亿+，州
融媒体记者、市民、游客通过新锐
视角、灵活镜头、可感方式，共同
呈现了临夏之美、牡丹之美。

随着“汉服经济”的火热
“出圈”，文旅消费既叫好又
叫座。在河州牡丹文化节
期间，百里牡丹长廊、八
坊十三巷等网红打卡地，
吸引着一拨拨身着汉服
的年轻人前来拍照打
卡，成为一道道靓丽的新
风景。各种丰富多彩的
文体活动更是带动了周边
经济，这也更好地阐述了

“从人养花到花养人”的经
济模式。

不仅如此，前来拍照打卡
的人群中，老年人也是主力军。
来自州外的旅游大巴载来了一批批
游客，“来来来，你们站一起，我给你
们拍一张，发给娃娃们看一下，这里
的牡丹多漂亮！”老人们赏牡丹、拍
牡丹，逛完八坊十三巷和牡丹长廊，
再去折桥湾吃上一顿农家美食，可
谓是养心又养神。

临夏人对牡丹的分享欲与生俱
来，牡丹也因临夏人的热爱而出彩
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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