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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是 牡 丹 见 风 骨
张存金

 在牡丹花里谈论故乡

在牡丹花朵茶和牡丹花蕊茶里
谈论曹州春天的舒展，在绽放的时候
把自己封存，然后
生命的折痕留下

这是春的颜料盒，安息所
是蜜蜂的旅店
把它当成春天的壁纸也行
当成故乡的命运也行

都是沉浮的命运在滚烫中
翻滚，大家都上演着自己
无法把握的剧目，和个人无法
安排的角色，你无法排场次，只待一声
锣鼓家什响，登场或登程吧

“来了，是沸水浊水，必也得亲自
走上一遭”
（注：故乡菏泽友人寄来牡丹花朵茶、

牡丹花蕊茶）

牡丹的缤纷

时空（组诗）

耿立

 再写牡丹

想故乡
想阡陌
想谷雨
想牡丹

那时一朵牡丹让青春擦亮，故乡的小城
牡丹花开时分
像过年
展示给大地的一颗骄傲的心

平时的卑微
低贱的忧伤
呈现的是高傲

多少眼神
多少步履
与花交换，借花一个脸面
谷雨
让故乡觉得比除夕
还有劲的节气

因牡丹，我问候故乡的一段岁月
问候黄河边倔强自守的灵魂
想念你和那些花朵

谁没有在异乡看到故乡的花朵绽放
谁就不会理解我的前言不搭后语

 我看到了牡丹

（1）
我看到了故乡
你看到了游子，这一朵牡丹，
能掏出我的泪腺里的湿润

我们确认一下眼神
你也是一朵游子，在异乡
开得灿烂
或许我也模仿你，把自己
努力地打开

谁在异乡面对着一株来自故乡的牡丹
谁就会泪流满面
牡丹有泪腺的机关

（2）
这些花我在故乡见过
在珠海，我们是认亲
你认出我的模样、声音
我喊一声你的小名

别说玉版葛巾姚黄魏紫那些
书面的字号
你打我一拳，我抱你亲一下
我们都叫对方的小名
你就是花子，我12岁骑着自行车去
看你的成子
小名成子，现在的耿立

又是一年春光好，又是一年牡丹情，又是
一年姹紫嫣红，又是一年花海人潮。

甲辰龙年，当谷雨追随着清明的脚步，翩
翩来到牡丹之都的时候，善解人意的菏泽牡丹
闪亮登场，预备了一道道比往年更加精彩的美
丽风景。热情好客的菏泽人不露声色，准备了
一场场比往年更加务实的花事活动。“谷雨三朝
看牡丹”，谷雨节早已成了花乡人的牡丹节。聪
明智慧的菏泽人，想方设法丰富牡丹节的内涵，
千方百计打造牡丹之都的形象，把一年一度的
菏泽牡丹节，做成了影响越来越大的世界牡丹
大会和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以花为媒，广交
朋友，文化搭台，经贸唱戏，2024世界牡丹大会
第 33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的帷幕一经
拉开，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一场接一场牡丹版的
龙凤呈祥和花好月圆，将会是一幕连一幕菏泽
版的盛世芳华和国色天香。

牡丹是菏泽最靓丽的金色名片，牡丹节会
是这张名片的点睛之笔。我是土生土长的菏
泽人，对牡丹的喜爱是真挚由衷的，对牡丹的感
情是始终不渝的，对菏泽牡丹节会的关注与期
待是发自内心的。我经历了自 1992年 4月第
一届菏泽国际牡丹花会以来的历届花会，每一
次都像过年一样高兴，总有一种“最是一年春好
处，绝世繁华不胜收”的感觉。

今年菏泽牡丹节会的主题，就是“让世界
爱上菏泽牡丹”。用一个“爱”字连接“世界”和

“菏泽牡丹”，突出体现了菏泽人的家国情怀和
世界眼光。爱牡丹，到底爱它的什么，我对这个
话题很感兴趣，曾经有过一些想法。前几年写
过二篇关于菏泽牡丹的文章，一篇是《牡丹花开
冠群芳》，一篇是《好花更喜云上观》，表达了我
对菏泽牡丹的喜爱和赞赏，大多是观看牡丹花
的视觉印象和感官感受。回头看来，总觉得意
犹未尽，情亦未了，似乎少了点什么。牡丹作为
花中之王，其魅力仅仅表现在外观漂亮上吗？
不是，更重要的还在于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和
精神意象，说到底，就是牡丹独具一格的风骨正
气。

牡丹的精神和风骨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呢？有些专家和花农曾经进行过有益的探索，
根据研究成果和我的考察，我认为，至少应包含
以下九个方面：

首先是历经苦寒，顽强自生。牡丹原本是
野生植物，是在中华本土上自然诞生并逐步发展
起来的木本花卉。据相关谱志记载，牡丹最初

“遁于深山，自幽而芳”，大都生长在人迹罕至的
山野僻谷，“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甚
至连正式的名字也没有，仅仅依附芍药而被唤作

“木芍药”。恰恰是这种一来到尘世上就山生野
长的生活环境，让饱经风霜的牡丹，养成了健壮
丰满的体魄。也恰恰是每年都在冰雪中孕芽育
蕾的长期坚持，让历尽苦寒的牡丹，练成了不畏
艰险的性格。寒微的出身和清贫的生活，为牡丹
打下了顽强不屈的生命底色。

牡丹是伴随着社会文明进步的节律，悄然
融入世人生活的。从荒蛮山野走进华夏先祖
的《山海经》，走进神农氏的《本草经》，走进黎民
百姓的《诗经》，一直走到大唐盛世，堂而皇之地
走进了京师皇都，走进了宫廷御苑，走进了李
白、杜甫、白居易等一众诗人的笔下。曾为田舍
郎，今登天子堂，华丽转身的牡丹，甫一出场便
名动京城，惊艳天下，百花丛中最鲜艳，众香国
里最壮观，轻而易举就摘下“花王”桂冠。牡丹
从寂寂无闻到誉满华夏，从寒冬蓄芽到花开惊
世，这种蝶变是非常艰辛的，体现了顽强奋进的
精神品格。

牡丹是追赶着自然风水的走向来曹州安
家落户的，是在自身成长的青春期来曹州寻求
机遇的，是在经历了苦难辉煌之后，来曹州繁衍
生息、传宗接代的。牡丹来到这里就扎根不走
了，始于隋唐，盛于明清，兴于当下，一住就是千
余年。牡丹喜欢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对牡丹情
有独钟，像种庄稼一样照顾，像疼孩子一样呵
护，像爱学生一样培养。牡丹喜欢这个地方的
气候，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得天
时，享地利，四季都是好时节。牡丹尤其喜欢这
个地方的土地，一马平川的黄河冲积大平原，土
壤肥得流油。牡丹生于斯，长于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自由自在地活，悠哉悠哉地长。野生
的牡丹从小就喜欢自由生长，对那种长期圈在
花园里围观、囿在室内供养的活法有些厌倦，早
就希望回归原野，在大田地里挺着脖子无拘无
束地生长。牡丹多方寻求如意家园，众里寻他
千百度，蓦然回首，曹州却在灯火阑珊处。千百
年来，牡丹在曹州安居乐业，无怨无悔，兴许是
天性使然，初心使然。

其次是艳冠群芳，淡定自若。菏泽牡丹天
生就有着极致美丽的容颜，向以花大、色艳、型
美、香浓而著称。每年牡丹节会时，我总喜欢站
立花丛中，放眼望去，成方连片的牡丹竞芳争
秀，一派锦绣繁华扑面而来。远观花团锦簇、姹
紫嫣红，近看异彩纷呈、艳若蒸霞，让人目不暇
接、美不胜收。若是贴近了花朵仔细打量，但见

红色的花开似火、热情灼人；粉色的轻抹淡施、
笑容醉人；黄色的金碧辉煌、喜气盈人；白色的
银装素裹、温柔可人；绿色的青翠如碧、楚楚动
人。每一株、每一朵、每一个品种，都各有各的
韵味，各有各的情趣。这种感觉，只有在大田里
观赏牡丹时才能找得到。

牡丹的美是一种高雅纯正的美。这种美
是天生自然的美，是端庄大方的美，是雍容华贵
的美，是通情至性的美。牡丹以美示人，却从不
伪装，从不虚假，从不矫情，从不搔首弄姿，不论
什么时候，都呈现最真实的模样。面对观花客
人，不管尊卑贵贱，一律平等待人，不管昼夜晨
昏，一律以笑对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俯首敬
人。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妩媚而不献媚，温柔而
不柔弱，娇艳而不骄纵，孤芳而不孤傲。古代文
人常把牡丹比作女性，“姑娘如牡丹，娇艳动人
间”“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牡丹留给人的
是那种长姐、贤妻、良母的形象。数千年来，正
是这种大家闺秀的雍容端庄，矜持秀雅，大方大
气，让牡丹一直雄踞群芳之首，稳占“人间第一
香”。

第三是晚发迟开，谦让自觉。牡丹是春天
的花朵，逢春必开，但却从不与百花争春，总担
心“若占上春先秀发，千花万卉不成妍”，故意避
开热闹，晚发迟开。直到早花开始凋谢的时候，
方才吐露芳华，独步天下。“落尽残红始吐芳”

“迟开都为让群芳”“天教晚发赛诸花”“占断城
中好物华”。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牡丹
善于抓住这个不可再失的机遇，不鸣则已，一鸣
惊人，一开就是倾国倾城，一开就是国色天香，
一开就是总领群芳，一下子就把春天的繁华推
向了高潮。这种有心避让、殿后出场，让百花的
绽放各领风骚，让人间的热闹接连不断，让春天
更加明媚、更有节奏、更有韵味，从而提升了春
天的品质，增添了春天的魅力。无怪乎清代文
人何绍基夸赞：“富贵风流拔等伦，百花低首拜
芳尘”。能让百花俯首一拜的，也只有谦谦君子
牡丹了。

第四是恪守规律，刚正自强。“牡”指雄性，
是强壮的象征，“丹”即丹心，犹赤诚之心。牡丹
的刚强，是与生俱来的，是刻在骨子里的秉性。
正如今人诗中所说：“华丽端庄一品芳，温柔娇
媚性情刚”。牡丹生性刚强的禀赋，因为一则千
古流传的故事而名扬天下。说的是唐代武则
天称帝后，在天寒地冻的严冬季节，突发奇想，
滥施淫威，强令百花一齐开放。有的花卉一时
畏惧权势，只好俯首听命，惟牡丹自有主见，抗
命不从。花开花落自有时，地上万物都有自己
的生长规律，岂能因盲从皇帝的个人意志而有
违天道自然。牡丹抗旨不遵，武皇闻之大怒，喝
令放火焚烧，并逐出京都，贬往远地。牡丹坚守
名节，不妥协，不苟且，宁可粉身碎骨，流放他
乡，也不屈从强权。结果天佑贤良，因祸得福，
迁移外地的牡丹更得人心、更聚人气、更接地
气，反倒生长得愈发茁壮、愈发旺盛。就连被烧
得焦头烂额的“焦骨牡丹”“枯枝牡丹”，也活成
了别有风趣的绚丽灿烂。那黑乎乎、光秃秃的
枝干，丝毫不影响叶的葱翠和花的光鲜。特别
是回归原野的菏泽牡丹，“剪裁偏得东风意”“天
作奇花照眼明”，更是开出了志气，开出了风雅，
开出了独树一帜的精气神。有道是，春来何处
寻芳，我道是，风景这边独好。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牡丹催花
技术在菏泽已经十分成熟。通过控温调光、修
枝抹芽等手段，可以准确掌握牡丹开花的时
间。近年来，带有菏泽印记的年宵花盆栽催花
牡丹，作为美好的天使，已经走遍神州大地，飞
过五湖四海。不仅为各地的新春佳节输送了
富丽堂皇和欢乐吉祥，也向世界传递了菏泽人
民的友情、智慧和牡丹故事。或有人说，如今的
牡丹轻易改变开花时间，是否有失气节，绝对不

是！时过境迁，物随心转，社会理应与时俱进。
过去是封建专制时代，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时代；过去是皇帝一己之私的独家专享，现在是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过去是皇权的强
制，现在是花农和花的自觉。面对人民群众的千
呼万唤，面对养花人的千说万劝，原本来自于民
的牡丹，自然乐意为人民群众多做奉献。牡丹一
向善解人意，总是把最光鲜最优美的风姿，让人
民群众在最难得最需要的节庆时观赏，即使反季
节，亦心甘情愿，这不也是一种风骨么！

第五是舍命护花，尊严自守。牡丹育蕾开
花，就像母亲怀孕生子一样，是一个艰辛的过
程。含苞的牡丹一旦在开花前遭遇风险，甚至
危及生命，绝不会轻易舍弃，总是奋力抗争，顽
强守护。当自身的生命不能保全时，就会不遗
余力地凝聚全身的力量，确保让尚未开放的花
蕾完满盛开，直到拼尽最后一口气力。时常看
到奄奄一息的牡丹枝体上，开着几支活灵生鲜
的花朵，这是一场多么凄美悲壮的生死情啊！
不由让人想起唐人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牡丹这种舍命不舍花，
不惜以命护花的慈母情怀，与春蚕吐丝、蜡炬照
明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体现的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价值理念，弥足珍贵。花犹如此，
人何以堪，从中可以生发诸多联想。

第六是进退有道，取舍自知。熟悉牡丹
的人都知道，牡丹的生命是奔放的年华，牡丹
的枝体是浓缩的精华。作为木本植物的牡丹，
每年新生长出来的枝条，都会神奇地“长一尺，
退八寸”，也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二存活下来，
其余十分之八都要枯死。第二年再从存活的
枝条上重新发芽，长出新枝，开出新花。退而
复长，长而复退，年复一年，循环不已。牡丹的
枝干就是这样浓缩而成的，特别硬棒结实，支
撑硕大的花朵轻松有力。牡丹这种独特的“缩
枝术”，与人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
分风平浪静”，似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一种

“以退求进”的虚怀大度。因为牡丹深谙进退
之术，恪守取舍之道，退即进，舍即取，既为身
体安全增加了保障，也为生命延续积聚了力
量。花通此道，人当思之，勿谓言之不预也。

第七是花落蕊残，从容自然。自古以来对
落花的态度，往往是叹惜者多，赞美者少。“夜来
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惆怅，“无可奈何花落
去”的惋惜，“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
怜”的悲凉，说尽了落花时节的伤感。任何事物
都有双重性，记不清哪一位作家说过，落花是一
种悲壮的美，为大自然增添了别样的风情。对
这种看法，我本就认同，及至见了牡丹花落时的
壮美，更加深信不疑。

前几年，我时常陪着客人看牡丹。有一
年，当我陪同最后一拨客人抵达牡丹园的时候，
正赶上花谢的时节，恰好让我目睹了牡丹花落
的另一种美艳。面对残花摇曳，落红遍地，我看
到了牡丹出乎意料的镇静与安详。叶子依然
繁茂多姿，枝条依然挺拔有致，残缺的花心里，
种籽正在破蕊生长。从牡丹身上，一点也看不
到萧瑟和凋零的气息，更不见哀愁和凄凉的模
样。就那样一如既往地迎风挺立，超乎寻常地
从容淡定。随风摇摆的枝条，似乎是在向我们
招手致意，叶子碰撞发出的声响，又似乎是在欢
迎鼓掌。飘落的花瓣在路边铺上了长长的地
毯，这阵仗，竟一时让人忽略了失望。牡丹洗尽
铅华，素颜朝天，呈现的是更加纯洁朴素的形
象。就像刚做完作业的学生，轻松自如，承载着
生活的希望。就像刚生过孩子的母亲，慈祥安
静，诠释着生命的轮回。就像刚赛完项目的运
动员，怀揣梦想，传递着再生的力量。尽管“花
落春仍在”，但在花落时依然保持这种笃定和沉
稳，这不正是一种长者风度、王者风范吗！

我这才明白了，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大文

豪喜欢看牡丹花落，居然连夜间都不忍放过。
白居易“夜惜衰红把火看”，李商隐“更持红烛赏
残花”，原来他们都把牡丹视作红颜知己，早已
得其三昧也。

第八是济世救人，善良自行。牡丹的善良
是自幼养成的美德，有一些牡丹传说，叙说了牡
丹济世救人的善行故事。这些传说在菏泽一
带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早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清代，曹州牡丹的貌美
心善，就引起了远在淄博的蒲松龄先生的注意，
他把葛巾玉版治病行善的故事，收录在了《聊斋
志异》中。说的是洛阳书生常大用“癖好牡丹”，

“闻曹州牡丹甲齐鲁，心向往之”，遂亲来曹州寻
访。有幸与紫牡丹葛巾一见钟情，相见恨晚，一
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善良的葛巾随丈夫返回
家园，正赶上瘟疫流行，老百姓生命濒危。葛巾
便把自己的幸福生活放在一边，立马设诊所，建
药房，并亲自采药煎药，免费为群众治病解痛，
拯救了百姓的生命，并玉成了白牡丹玉版与常
家二弟的美满姻缘。她们一家人还齐心协力
与恶霸势力抗争，为平民百姓主持公道，伸张正
义。这个故事虽然出自“聊斋”，但并非“志异”，
而是人间常事，人之常情。反映了洛阳人对曹
州牡丹的向往，展现了曹州牡丹与洛阳牡丹的
亲缘关系，更彰显了曹州牡丹的善良品性和济
世情怀。

第九是造福于民，功成自敛。牡丹不仅以
花容月貌悦人，让人快乐，还以多种衍生品惠
人，为民造福。勤劳智慧的菏泽人，高度重视牡
丹的科技研发，不断从牡丹的金枝玉叶中，提炼
出各种对人体有益的宝贵物质。菏泽是尧舜
故里，以尧舜冠名的“尧舜牡丹产业集团”，是全
市牡丹研发和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在龙头带
动下，已经形成了集研发与加工于一体的牡丹
全产业链条。牡丹系列产品像天使一样，飞向
全国各地，飘往世界各方。真空保鲜的不凋花
走进千家万户的厅堂，营养丰富的牡丹油走进
城乡民众的厨房，味道佳美的各色食物饮品走
向男女老幼的餐桌，护肤美容的化妆品走入年
轻女性的闺房。牡丹的芬芳，熏透了菏泽人多
彩的岁月，香透了菏泽人甜蜜的梦想。牡丹之
都的牡丹，充当了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及对外交
往的友好使者，为菏泽人民架起了通往小康社
会的桥梁。在全市上下奋力赶超、后来居上的
这台大戏中，牡丹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赞美，功成名就的牡丹
一向谨慎、低调，从不显摆，从不招摇，从不居功
自傲，总是默默无声地做着自己应做的奉献。

国运昌时花运昌。今天的牡丹欣逢盛世，
沐浴春晖，更加生机勃发，长势喜人。牡丹花的
雍容华贵、风姿绰约，正适应新时代人们崇尚高
雅的审美追求，代表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象征着中华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寓意着
伟大祖国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当你站在花
海里举目眺望，那些鲜艳的、饱满的、典雅的、清
新的花朵潮涌般扑来，刹那间豁然开朗，这个时
候，有一个词会立马闪现在脑海里，这就是“花
开富贵”。是的，牡丹花带来的这种富贵之感特
别强烈，挡都挡不住。此时此刻，你会不由自主
地想起牡丹的诸般精神风骨，想起伟大的祖国，
想起中华复兴的中国梦。似乎站在面前的不
是一地的牡丹花，而是一个个可以与之对话的
人。那种美的慰藉和心灵的舒服，一时难以言
表。

菏泽作为“牡丹之都”是当之无愧的，早已
把对牡丹的爱融入了灵魂。用牡丹命名地理
标识，是藏在菏泽人骨子里的浪漫。走过菏泽
城乡，你会发现牡丹元素无处不在。牡丹区、牡
丹路、牡丹大酒店、花都大酒店、天香公园、牡丹
书房、牡丹广场、牡丹新城等等，还有各种冠名
的牡丹园，数不胜数。就连城市中心的菏泽大
剧院、高速路边的菏泽服务区，建筑造型都是一
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这个季节，只要在菏泽
城区走动，随处都可以看到牡丹花的倩影，随意
都可以闻到牡丹花的芳香，随便都可以看到牡
丹产品的琳琅。一座城开遍了牡丹花，牡丹花
明媚了一座城。这是花与城的海誓山盟，也是
城与花的不解之缘。菏泽人与这座古城、这朵
好花，有了永远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早已成为
刻在心底的乡土记忆。春天里，不知多少人常
在梦中抱着牡丹花笑醒，此中奥妙，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勤劳质朴的菏泽人带着感情种牡丹，在
这片沃土上种出了风采，种出了兴旺，种出了
幸福快乐。牡丹作为吉祥物，带着菏泽人的祝
福，不断为世界上追求美好的人送去和谐吉
祥。这传递的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牡丹花及其
产品，更有想得见的牡丹精神和风骨。目前，
菏泽正处在突飞猛进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团
结奋斗的劲头很足，后来居上的形势很好。牡
丹所体现的精神风骨，已经融入“崇文尚德、务
实图强”的菏泽精神，成为推动菏泽进步和发
展的精神力量。

（配图 周东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