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洮河流珠”而著称的洮河，是黄河上

游最大的支流。

“须是牡丹花盛发”。古城甘肃临洮的

花季，一朵朵、一片片、一树树争奇斗艳、沁

人心脾的紫斑牡丹，在洮河两岸汇成了一望

无际的花海碧浪。各类支农项目和生态工

程宛如一艘艘龙舟，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大潮

中千帆竞发，锣鼓相闻，奏响了一曲豪迈、悠

扬、深情的牡丹之歌。

“牡 丹 大 多 生 长 在 群 峰 丘 壑 和 林 缘 边

角，占用耕地少，却给我们送来了美丽。”一

位临洮当地的农民这样说。这美，不仅是牡

丹之美，更饱含着陇原大地上普通农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花开时节动京城”

2019 年 4 月，首都北京。中国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上，万卉竞秀。这里，汇聚了世

界多地的花卉园艺精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参

观者。

展厅里，临洮人自豪地给游客介绍他们

的临洮之花：

“这是‘剪春萝’，是紫斑牡丹中的翘楚，

临洮独有。”

“这是‘狄道蓝’，这是‘白玉’，属于紫斑

牡丹中的新品种。”

…………

上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历届牡丹花会的

主会场——河南洛阳王城公园增设甘肃牡

丹园时，连续两年从临洮及周边地区探访、

转 运 100 年 左 右 株 龄 的 紫 斑 牡 丹 ，总 数 达

600 多株 65 个品种。这些紫斑牡丹为千年

古都添光增彩。2019 年，王城公园的一棵紫

斑牡丹开出了 332 朵花儿，创历年之最，一时

引发热烈关注。

这一次，临洮牡丹又在世界园艺博览会

上大放异彩。紫斑牡丹等花卉作品一举获

得 54 个奖项。这当中，临洮县八里铺镇孙家

大庄村 78 岁的孙生顺的花卉作品获国际展

区特等奖、国内展区金奖。洮阳镇柯栳村 65
岁的魏海忠培育的独秆紫斑牡丹获得国际

展区银奖、国内展区特等奖。不久，魏海忠

的作品“独秆牡丹·书生捧墨”又摘取第十届

中国花卉博览会金奖。

多年来，临洮的各类花卉作品在国内外

评比中，获得奖项多达 278 个。赢得这些奖

项的，多是生活在洮河两岸山屲屲、沟岔岔、

梁峁峁、川道道上的庄稼汉。他们中，有的

还成了“土专家”，常常应邀前往省内外传授

“土经验”“土秘方”……正是有了这些养花

人，“中国花卉之乡”“中国花木之乡”“全国

花卉生产示范基地”等一个个闪光的名字

“花”落临洮。

如今，每年来临洮赏花、订购花木、旅游

的人越来越多。牡丹不断地拓展着临洮的

“朋友圈”。临洮也成为全球的花卉专家、学

者研究紫斑牡丹的首选地。人们的目光，一

次次聚焦乡村振兴和生态建设中的这片陇

原腹地，聚焦临洮紫斑牡丹，聚焦洮河两岸

勤劳、智慧、富有创造力的这些庄稼汉……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临洮？为什么

是紫斑牡丹？

临洮人的美丽转身

“百花丛中最鲜艳”。牡丹是百花之王，

是花儿中的花儿。

临洮是传唱甘肃“花儿”的重要地区之

一。甘肃“花儿”多唱牡丹。但是，千百年

来，谁晓得牡丹承载着临洮人多少道不完、

诉不尽的苦乐悲欢？

提起临洮的牡丹往事，一些饱经风霜的

老人满目泪水。“据我爷爷讲，当年的梁峁

上，到处可见两三米高的野生紫斑牡丹树。

赶骡子的人还能在牡丹树下乘凉哩。可后

来，很多牡丹树被砍掉当柴火烧了。”农民张

旺有提起往事，那眼神仿佛在岁月中穿越。

临洮古称狄道，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

原的交会地带，是黄河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光

辉灿烂，“四大名砚”之一的洮砚闻名遐迩

……然而，当年日子过得如此紧巴，谁还会

注意到脚下的土地有牡丹这么个宝贝呢？

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要了解临洮牡丹

的发展历史，您得找康仲英老人。”

今年 77 岁的康仲英上世纪 60 年代初考

上临洮师范学校，从此跳出了“农门”。他先

后在教育系统和党政机关工作。退休后，他

又回归“农门”，创建了八里铺雍家庄紫斑牡

丹繁育中心，潜心经营着 60 多亩牡丹。

在康仲英这里，我了解到紫斑牡丹的来

龙去脉。紫斑牡丹，因花瓣上有独特的紫斑

而闻名，又称甘肃牡丹，与中原牡丹、西南牡

丹、江南牡丹并称我国“四大牡丹”。甘肃大

地上的临夏、兰州、定西、天水、陇南、甘南一

带是紫斑牡丹的重要发祥地。其中临洮紫

斑牡丹栽培始于唐代，盛于明清，迄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紫斑牡丹之所以垂青临

洮，是因为临洮 1700 多米到 3600 多米的海

拔非常适合紫斑牡丹生长。紫斑牡丹耐寒

抗旱，既可形成灌木丛林，也可像乔木一样

独立成树。最高的牡丹树高达 3 米以上，可

逾越房檐屋顶，浓荫笼盖一院……

听了康仲英的讲述，我才知道，家乡陇

原大地上的牡丹，历史如此悠久。康仲英给

我发来一张南宋学者胡元质的《牡丹记》截

图，其中有这样的文字：“惟徐延琼闻秦州董

成村僧院有牡丹一株，遂厚以金帛，历三千

里取至蜀，植于新宅。至孟氏于宣华苑广加

栽植，名之曰牡丹苑……”古秦州，即今天的

天水市秦州区一带。不过，风水轮流转，如

今天水的牡丹也多是从临洮引进。

殊 为 可 贵 的 是 ，尽 管 生 计 艰 难 ，一 代

代、一辈辈临洮人的牡丹情结，却始终在农

家 小 院 里 如 袅 袅 炊 烟 一 样 连 绵 不 绝 。 一

棵、两棵……又一棵、又两棵……尽管数量

非常有限，却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南屏镇、玉

井镇、洮阳镇、新添镇、太石镇等 18 个乡镇

的庄户人家。

“那棵牡丹，还是我太爷爷手里……”在

临洮行走，总能听到这样的话。如今很多早

已声名在外的临洮养花人，就是从其父亲、

爷爷乃至太爷爷那一代开始，赓续着牡丹情

结，坚守着一方水土。

这些临洮人，以西部农民特有的执着和

坚韧，一个个走出农家小院，踏上了圆梦牡

丹的艰辛旅程……

为了实现“远缘杂交育种”等系列研究

计划，孙生顺省吃俭用，走南闯北。他培育

的紫斑牡丹品种，国际登录（国际芍药属植

物新品种登录权威认证机构）9 个，原国家林

业局品种权保护 4 个，中国花卉协会牡丹芍

药分会品种确认 3 个。康仲英对散落民间的

160 多个牡丹品种进行了

地毯式调查，抢救性保

护了佛头青、绿蝴蝶、

玉狮子等数十个紫斑

牡丹传统珍稀品种，

并 通 过 远 缘 杂 交 等

手 段 ，培 育 出 了 佛

塔 青 云 、洮 河 翠 玉

等紫斑牡丹新优品

种，让牡丹的家族锦

上添花。

当那些先行先试

者的“第一桶金”亮相

广袤的陇原大地时，这

片 土 地 上 的 父 老 乡 亲 也

迅速行动起来。

种 花 、找 花 、养 花 、育

花、护花、卖花……10 家、

50 家、100 家、500 家、

1000 家 ……80 亩 、

200 亩 、1000 亩 、

5000 亩……

一户户人

家 动 起 来 了 ，

一 座 座 村 庄

动 起 来 了 ，

一 个 个 镇 子

动起来了。

临洮当地

更是把发展牡

丹 产 业 与 推 进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结 合 起 来 。

他们的发展思路是：合

理 布 局 ，突 出 特 色 ，规 模 生

产，提升品牌。保护洮河流域生态，

努力让荒丘、沟壑、河滩、崖畔、路基等“变废

为宝”。

今天，从空中俯瞰，临洮大地仿佛蝶变

成了一朵硕大的七彩牡丹。曾经光秃秃、干

巴巴的群峰沟畔，已披红挂绿，花香袭人。

全县花卉种植总面积达 1.87 万亩，产值 1.07
亿元。其中紫斑牡丹栽培面积达到 0.76 万

亩。“一花带得百花香”，还有芍药、大丽花、

蝴蝶兰等其他花卉竞相开放。

悠久的历史，执着的坚守，艰难的赓续，

辉煌的重启。今天，当你漫步在岳麓山、南

屏山、马衔山、洮河国家湿地公园、马家窑洮

砚特色小镇、战国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等 6
个景区，当你徜徉在曹家坪、安川村、卧龙

村、闫吴家村、三益村等 6 个千亩紫斑牡丹种

植基地，也许你会有恍如隔世之感。这片从

历史中走来的土地，时至今天，繁华锦簇，生

机勃勃。

这是生态文明的时代画卷，这是临洮人

的美丽转身。

“百花齐放春满园”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如火如荼的临洮花事，从来不是一个人

“种”出的。它离不开家族传承式、邻里互动

式、村组互学式、乡镇联动式的引、教、联，离

不开面对面的传、帮、带。

在洮河之畔南屏山、岳麓山、凤凰山一

带的牡丹园，我的目光常常被一些红底金字

的楹联所吸引：“先富帮后富，四乡富了又

富，走共同富裕道路。你美带他美，八邻美

了还美，绘纷呈美丽画卷。”

在后地湾村、安川村、卧龙村、闫吴家

村、三益村等“牡丹村”，我也能看到这样的

楹联：“送去一树牡丹，隔墙邻居共芬芳；赢

得几世友情，跨代亲友共康宁。”

临 洮 人 不

光 是 这 么 写 的 ，更

是 这 么 做 的 。 在 栽 植 紫

斑牡丹的最佳时节，养

花人魏海忠把自己精

心培育的 1800 株独秆

紫斑牡丹树、1800 株

芍 药 苗 无 偿 捐 赠 给

村 民 们 。 村 民 们 栽

下 的 是 树 苗 ，也 栽 下

了比邻而居的情意。

曹 家 坪 村 的 养 花

人 曹 希 望 ，从 小 闻 着 父

亲培育的紫斑牡丹花香长

大。到了他这一代，将自家

的园子全部种了牡丹。曹希望

的孙子曹佰平大学毕业后，主动对

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如今，由他这个

“花四代”掌舵的牡丹观赏园面积达 1600 余

亩、紫斑牡丹种植基地有 600 多亩。走进曹

家坪，便置身花的海洋中，宛如仙境。曹家

坪的牡丹园，农户参与多，年收入 10 万元以

上的农户达二三十户。村里，不少人家已经

在县城买了楼房，还购买了小轿车。牡丹园

的 300 多株优品牡丹被引种北京故宫“御花

园”，一时传为美谈。

已经 82 岁的朱家坪村养花人王志学是

个多面手，这一辈子不仅种牡丹，还画牡丹，

在集市上出售画作。1998 年，在外打拼的儿

子王海雄返回家乡，协助父亲打理牡丹园。

2016 年，成立了天香牡丹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建成占地面积 116 亩的紫斑牡丹观光基

地，集花卉苗木培育、园林施工为一体，助推

紫斑牡丹走向各地。

如今，在临洮，一拨又一拨新的种植能

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临洮五月，花事正好。今日，临洮紫斑

牡丹文化旅游节已成为洮河岸边的一大盛

事，至今已经举办了 6 届。一届一主题，一年

一“花样”。

在 甘 肃“ 花 儿 ”歌 手 婉 转 、悠 扬 的《牡

丹 令》旋 律 中 ，大 大 小 小 的“ 农 家 乐 ”座 无

虚 席 。 游 客 们 兴 致 勃 勃 地 观 赏 着 牡 丹 花

开 盛 景 ，品 尝 着 凉 拌 牡 丹 花 芽 、油 炸 牡 丹

花瓣、牡丹香醋，享用着牡丹花芽茶、紫斑

牡丹酒……

花样年华何处是？洮河两岸请君来。

图①：临洮县紫斑牡丹摄影作品《花香

满径》。 赵东铭摄

图②：临洮县紫斑牡丹摄影作品《梦里

依稀》。 成亚峰摄

图③：康 仲 英 在 考 察 野 生 紫 斑 牡 丹 。

李天禄摄

图④：临洮风光。

杜继祖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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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顺应天时，饮食有

节。春节、端午、中秋等各个传

统节日，都有相应的美食与之

相伴。诸多传统节日中，人们

最看重的是春节。因此，与春

节有关的饮食事项如年夜饭，

自然在人们心中有着无可比拟

的地位。年夜饭是一年中最重

要的一顿团圆饭，是除夕夜最

温暖人心的传统习俗和精神寄

托。无论人们相隔多远，总要

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地赶回老

家，与家人在一起吃这顿暖意

融融的年夜饭。

一顿年夜饭，也记录着时

代 变 迁 给 百 姓 生 活 带 来 的 变

化。我老家在沂蒙山区东部的

厉家泉村。那里山丘绵延，土

地瘠薄，降雨量小。过去老百

姓一直靠天吃饭，吃顿可口的

年夜饭不容易。年夜饭在一年

中可以说是最丰盛也最难忘。

我出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那时

新中国成立不久，老百姓家里

还很贫穷，日子过得清苦。童

年时，我总是盼着过年，盼望着

吃年夜饭、穿新衣、放炮仗、发

压岁钱。

到了 70 年代末，这样的情

况 有 了 改 善 。 1979 年 的 年 夜

饭让我印象深刻。那一年我们

村分田到了户，我家破天荒收

获 了 三 水 泥 缸 小 麦 ，麦 香 醉

人。记得那年的年夜饭是猪肉

豆腐馅的小麦面水饺，这可是

我们从年头盼到年尾、做梦都

想吃到的美食。在我老家，从

祖辈开始，年夜饭都要吃饺子，

图个包福、包团圆的彩头。听

老人们说，早年间包饺子用的

是地瓜干面、玉米面，富裕人家

才能用上荞麦面或小麦面，饺

子馅大都是豆腐白菜素馅的。

眼见着离除夕越来越近。

爷爷早已准备好了几捆专门用

来煮年夜饺子的黄豆秸和芝麻

秸。父亲早早凭肉票割回来了肥肥的猪肉，挂在屋檐底下天然

地冰冻着。除夕这天，娘忙着择菜、剁馅、和面、擀皮、拌馅、包饺

子，几个妹妹坐在一旁瞪大眼睛观看着，那场面温馨又庄严。夜

里，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骤然下降。天还没亮，我们村和邻村的

鞭炮声已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一大早，我穿上棉裤跑进院里，

到处被雪映得明晃晃的。不一会儿，我家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

了，香味立刻飘满院落。娘先盛出了三碗。父亲接过来稳稳当

当地端到院子里，放在雪地上。爷爷口里念叨着，祈祷新的一年

丰收平安。等我举着竹竿放完爆竹，一碗碗水饺便端上饭桌

了。我们一家人围桌而坐。爷爷边吃边嘱咐我们，其他人都在

不作声地吃水饺。一旁，娘一直劝我们：“往饱里吃，锅里还有。”

当看见我们吃得直打饱嗝、额头上冒汗，娘眉开眼笑，合不拢嘴。

一晃，我外出读书和工作四十多年。那些年，每年春节，我

都回沂蒙老家过年，祭祖，贴春联，放鞭炮，陪父母吃年夜饭、聊

天、看春晚。几十年过去了，每逢过年，与亲人团聚、热热闹闹地

吃顿年夜饭的渴望，一直没有变过。去年春节前，儿子、儿媳向

我和妻子发出邀请：“我们家宽敞，暖气又好，请爸妈到俺们这儿

过年，图个热闹。”我们欣然应允。除夕这天，吃过早餐后，我和

妻子穿上盛装，来到儿子家。儿子和儿媳已经贴好了大红的春

联，很是喜庆。让我们老两口惊喜的是，孩子们还列出了“年夜

饭菜单”，凉菜、热菜、主食、水果逐一列出清单，红色纸上黄色字

打印，很是正规。再细细看，每道菜肴都有讲究，色香味俱全，包

含着对新年的期盼和美好祝愿。

丰盛的年夜饭上桌了。越来越讲究的年夜饭，也注入了现

代元素。桌上专门放置了公筷，各人从公共盘子里夹出菜肴放

到自己面前的碟子里，这样，既有围桌而坐吃团圆饭的氛围，又

各取所需、干净卫生。现在网购十分流行，我们这顿年夜饭的菜

中，就既有在网上购买的菜，也有自己做的菜，且注重荤素搭配，

营养美味。水饺则包了三种，有纯肉馅的、鲅鱼馅的和猪肉豆腐

馅的。享用着美味的年夜饭，饭菜的香与亲情的甜混合在一起，

美妙与幸福弥漫在心头。吃过水饺，孙女现场给我和妻子各画

了一幅生肖画作为新年礼物。虽线条稚气，憨态可掬，却最为珍

贵。这个除夕，我们吃了一顿很有时代感和仪式感、与众不同的

年夜饭。

如今物质极大丰富，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层出不穷，但是年夜

饭却永远不能缺席，家庭团圆、畅叙亲情的主题始终不会消失。

吃过年夜饭，人们祝福着来年的风调雨顺和美好生活，期待着生

机盎然的春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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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饭（手绘插画） 黄 雯绘（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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