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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占地 1600多亩的菏
泽“曹州牡丹园”，是由旧时赵
楼、李集、何楼三个村的花田围
合建成的，古时曾有“万花村”
之称。在该园的北部——即原
李集花园内，从前建有一座高
大宏伟的花神庙，又称花神殿，
当地民间也流传着许多有关花
神青帝的故事和传说。

花神称青帝，
春神名东君。
德泽布华夏，
司花显神通。
挥手——
万紫千红百花开；
舞袖——
花满人间醉春风。
花神，花神，
王母娘娘所荐举，
天庭玉帝亲口封【1】。
桑梓故里——
一说甘肃莲花城，
又说山东万花村。
众说纷纭，
难辨，亦难甄！
花神，花神，
天赋睿智又聪明：
绘花谱、篆花典、念花经，
十二花神按月封【2】……
百花含情开盛世，
太古遗音又翻新。
一曲牡丹花会歌【3】，
唱响山东万花村。

花神文明传千古，
龙的传人谁不尊！
【1】传说花神青帝原为天

庭一位司花神童，因其聪慧勤
劳，将所管花园待弄得特别繁
盛，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深受天
庭诸神赞赏。有一年三月三
日，蟠桃大会召开，王母娘娘便
将其推介给了玉皇大帝，玉帝
大喜，遂下旨将其封为民间专
司花事的神明。【2】传说花神青
帝下界来到史称“天下之中”的
曹州一地，便以此为中心专心
司理神州天下百花事宜，后又
按月分封了十二花神，分别按
月专司花事之职，做到了月月
都有花开，深受曹州人们称
赞。后来，曹州人就给他在李
集村建了一座高大的庙堂，人
称花神庙，亦称花神殿。【3】
1992年初，原县级菏泽市人民
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决定要
于当年 4月举办首届菏泽国际
牡丹花会，并派菏泽市（县级）
政协副主席杨茂兰和文史委主
任沙得庭二人，立即进京邀聘
在作词、作曲、演唱三个方面均
居全国一流水平的专业人员，
共同创作一支菏泽牡丹花会会
歌，并于当年 3月 12日在中国
东方歌舞团演播录制厅，成功
录制了 20盘菏泽国际牡丹花
会会歌原声带。

闲来刷朋友阿薛创建的“抖音号”，突
然目光深深定格在一个个底层打工者身
上，透过屏幕，看到他们或在建筑工地、或
在简陋工棚、或在田间地头……每一个故
事都揪扯人心，每一张抹满污渍、布满风
霜的面庞，都给人一种疾风中劲草的印
象。朋友阿薛是一名记者，“关注农民工，
关注弱势群体，真实记录他们的生活状
态”正是他的定位。这群劳动者瞬间就醍
醐灌顶般拉升了我的“逆商”。

其实在我们身边，总能遇到那种虽
“身处崖壁”，生命却像山花般顽强绽放的
女子。记得有次，天刚拂晓，与夫赶往汽

车站，经过一个卖烧饼的摊位，摊主是一
对年轻夫妻，丈夫在铁皮炉膛里忙碌地贴
饼翻取，有顾客上前又快速地递饼收款，
妻子手底如飞地揉面擀皮，她身后还用背
带背着熟睡中的孩子。我随口问了句:

“你这么辛苦，还带着孩子，真不容易，你
们早上几点起来的啊？”她轻轻一笑，道:

“我们凌晨两点多就起来了，孩子太小，把
他一个人丢在出租屋里不放心，我们都年
轻，吃点苦，只要生活有着落，心里就踏
实。”

小肖是位来自皖北农村的打工者，我
在一次“嘀嗒拼车”时搭乘了他的车子。他

的父母都是忠厚老实的乡下人，他家中兄
弟三人，他明白他的未来只有靠自己去打
拼，于是这些年，他虽没学历却吃得下“苦
中苦”，一年 365天，他的休息日加起来都
不到四天，他就像一个“工作机器”，白、晚
班轮换着在流水线上年复一年地努力工
作。他在家乡为自己贷款买了一套房子，
还买了一辆车，下班后捎带着用“嘀嗒打
车”平台载客拉人。当我竖起大拇指为他
的拼劲称赞感叹时，他来了句：“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

一次在湿地公园，看到几位年近古稀
的老阿姨，还蹲在林间花丛，拔草捡拾枯枝

败叶，背上的红马甲上印着醒目的“某某绿
化”。一位气质儒雅的老先生在与她们闲
聊，听后方知，她们都是城市周边的农民，
一辈子劳作惯了，无法享受那种“四体不
勤，心闲身懒”的日子。在林中干活，老姐
妹谈笑间活动了筋骨，又赚钱补贴了家用，
她们乐在其中。

五一致敬打工者，你们为生活辛苦奔
波劳累，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不屈的毅力，
每一步的负重前行都展现出劳动者的风
采，你们的埋头苦干撑起的是一个家，带给
人们的却是一种昂扬向上、积极奋进和不
畏艰辛的力量。

有一种爱，一生一世不求回报——母爱；
有一个人，一生一世值得我爱——母亲。五
月，天空蔚蓝，山川瘦红肥绿，在这个美好的季
节里，有一个最美的节日是“母亲节”，在我
家，三代人的“母亲节”让人温馨无限……

八旬老妈的“母亲节”

母亲出生于上世纪 30年代，为了养育
我们兄妹六个，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
少罪，但母亲从无怨言。一转眼母亲 80多
岁了，赶上幸福的新时代，老妈病了有新农
合，每月有养老金，不愁吃，不愁穿，而每到

“母亲节”，在城里工作的我总要抽出时间回
去陪母亲，因为人老了需要儿女陪伴。记得
儿时，母亲几乎每几天给我们做一顿鱼，那
时做鱼虽然简单，油炒后加水煮熟即可，但
却很香。于是“母亲节”我回去决定改变烹
饪方法，做最香的鱼给母亲吃。我的堂弟在
县城开饭店，红烧鱼是他饭店的“招牌菜”，
我“拜师学艺”后，将买回来的新鲜鱼收拾干

净，用少许盐、料酒、姜丝、白胡椒粉腌起来，
看看差不多吃饭时间了，我便开始做鱼了。
先给锅里倒少许油煸香葱姜蒜，然后加入豆
豉和豆瓣酱继续炒香，随后将腌制了的鱼放
入锅内，倒入少许清水，再加点盐、白糖、料
酒，继续盖上锅盖用文火慢烧。当汤汁烧开
变浓稠时，再加入一点白胡椒粉和葱花，这
美味的“红烧鱼”便可出锅了，母亲尝了一
口，赞道：“我的乖乖，比大啊宝（堂弟乳名）
饭店的红烧鱼都香啊。”

妻子的“母亲节”

妻子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两个
孩子的母亲，由于身体的原因，她生孩子时
两个都是剖腹产，身体非常的虚弱。我年
轻时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经常出差不在
家，于是，妻子一边工作一边抚养教育一双
儿女，如今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成家立业
了，虽不在身边，但时时惦记着养育他们的
母亲，每到“母亲节”，他们的第一个祝福便

送给他们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五旬母亲。去
年“母亲节”那天早上，我们正在吃早饭，忽
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儿子的一个高
中同学，手捧一束康乃馨站在门口……原
来当天，在几千里之外工作的儿子，委托同
学在本地的花店买来鲜花送给他的妈妈。
妻子当时手捧康乃馨，满脸幸福地叫我给她
拍照，并第一时间发到朋友圈和抖音上。而
女儿则早在“母亲节”前两天，就快递过来新
款华为手机，作为“母亲节”的礼物，因为妻
子的那款旧手机已经用了五六年了，虽然不
好使了，但一直舍不得换。女儿说，新手机
刷抖音、玩快手、视频聊天更方便。

女儿的“母亲节”

三十而立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沿海城
市工作，当母亲也已经六七年了。由于女

婿是一名现役军人，平时和家人聚少离多，
因此培养孩子的重担就落在女儿的身上。
知道妈妈的艰辛，外孙女“人小鬼大”非常
懂事，感恩母亲。这几年，从小有画画天赋
并参加美术培训班的外孙女，每到“母亲
节”这天，都要画一幅美丽的画，并歪歪扭
扭地写上“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前年“母亲
节”头一天，她偷偷地用“私房”压岁钱，在
小区楼下饺子馆买了一份她妈妈最爱吃的
饺子，作为“母亲节”礼物送给她妈妈。女
儿最爱吃的美食就是饺子，只是平时忙于
工作没有时间包。

我家三代“母亲”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每
代都有自己的特质和困境，但爱、接纳、包容、
坚韧都是母亲共同的内核，是一种能够供养
我们身心健康与精神驰骋的力量和源泉
……“母亲节”里，我们感谢天下所有母亲的辛
勤付出，她们理应得到儿女们的无私回报。

年轻真好
大把大把的阳光
塞满腋下行囊
纵使征途一路坎坷
不惧风雨无常

一个又一个希望
充盈年轻心房
今晚错过了月亮
明朝喜迎朝阳

可以笑可以哭
无需和心情商量
你的地盘你做主
我的江湖我去闯

征程无限
岁月易老
征程永远年轻
每一次出发
源于心与心的邀请

青春是一场奔赴

初心是最美引领
一次次接受风雨洗礼
昂起头砥砺前行

跌倒了马上爬起
懵懂中找到清醒
磨炼即是历练
风雨后方见彩虹

青春无悔
一旦选择了远航
不再说来日方长
珍惜每个当下
拥抱无上荣光

有迷茫但不怅惘
风景就在路上
年轻的心儿
拒绝任何平躺

心存美好憧憬
忘却去日模样
青春里没有悔字
拼搏不会打烊

少小离家老还乡，
房前古榆正春光。
上墙攀枝技尚谙，
另持丈八钩镰枪。

皮破血渍无所惧，
采撷翠钱半小筐。
借问仙君是何苦，
为忆童年一口香。

春日寻芳矿坑边，
荒芜渐被繁花淹。
千顷碧涛翔浅鲤，
万里平畴生紫烟。

难得人生怀壮志，
直把蓝图绘新篇。
修身何须寄远景，
龙堌归来两相牵。

游龙堌
□ 苏成华

春风在院子里撒了个欢
一场谷雨就纷纷落下
窗外的几声鸟啼
打湿了父亲的梦
几片绿叶
在他青筋暴露的皱纹里
涨满春潮

父亲取下
挂在墙上的那弯钩锄
磨了磨
锄板上就闪起软软的阳光

春耕时节
已是无地可耕的父亲
有些不知所措
他紧握锄把的手
在不停地发痒

父亲环视四周
院子墙角的一块空地
让他眼前一亮
他移栽下一棵瓜苗
一个绿油油的夏天
就慢慢地爬上了墙

春耕时节
□ 温建国

花神颂并序
□ 郑关生 李丰收

每道微光都有力量
□ 李仙云

写给青年节（组诗）

□ 邓荣河

采榆钱
□ 段月德

三代人的“母亲节”
□ 汪志

周东伦 摄

芍药花间醉

又到了赏牡丹花的时节。国内赏牡
丹的地点很多，远一点的有洛阳，近距离
的有南艺古林公园、南陵丫山。这些赏牡
丹的佳处，我都不止一次去过。唯独菏
泽，一直让我心心念念，总想在牡丹花盛
开的季节去菏泽走一趟。

对菏泽牡丹的一往情深，源于我八岁
那年。大舅从部队回老家探亲，带回了一
本《山东画报》，其中有几张彩页介绍的便
是菏泽牡丹。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富丽而美艳的
花。与江南田间各色细碎繁茂的野花相
比，那全然是天庭里才有的高贵。硕大的
绸缎一样闪着温润光泽的花瓣，复复叠叠
地参差出难以置信的雍容华贵。那粉、那
玫、那浅绿，每一朵都美得令人心潮澎湃。

我由牡丹而对菏泽心生仰慕，又由菏
泽而对山东心生向往。

那时候，我生活在乡下。我家门前住
着一户陈姓人家，夫妇俩带着四个孩子。
丈夫从部队转业后，到工厂里开大货车。
他每个月都出差去山东，每回大货车停到
晒谷场上时，都会从车里卸下一麻袋花生
和几筐苹果。于是，他家门前，常年遍撒
着花生壳、苹果核。当年，物质生活极其

匮乏，这样的生活水准，足以令全村的孩
子羡慕得流口水。

因为有花生和苹果，他家的孩子从小
就被我们认为是城里人，个个长得白白胖
胖。以至于我十岁左右，就在心底明确认
定，长大以后一定要嫁一个货车司机。因
为这样，家里的孩子便有吃不完的花生、
啃不完的苹果。进而对有着烟台苹果、平
度花生、菏泽牡丹、蓬莱仙岛的山东极度
神往。

隔着半个世纪，我终于真实地来到了
菏泽。走在菏泽的牡丹园里，果真与在别
处赏牡丹时的心情不一样。莫名地似曾
相识，莫名地被熟悉的花香环绕着，那是
我少年的梦里，无数次抵达过的情景。走
走停停，仿佛在时空里来回穿梭。

在菏泽，我先去了曹州牡丹园。菏
泽，古称曹州。后来，因为区域划分，此
地南有菏山，北有雷泽，故而取名菏
泽。它位于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
交界处。曹州牡丹园是世界上牡丹、芍
药种植面积最大，品种也最多的植物
园。刚好，正午时下了一场大雨，雨后的
牡丹花瓣上滚动着晶莹的雨珠，粉者更
媚，玫者更艳，碧者吟诗，玉者蕴辉。穿

梭其间的游人，男女老少皆顶着硕大的
牡丹花环，人人喜悦，处处祥和。显然，这
牡丹不仅仅开在花园里，更开在每个人的
心田里。

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我们在曹州
牡丹园里逛了两个小时。每个区域的牡
丹花型与色泽都各不相同，但都在盛花
期，开得热烈而芬芳，美得令人沉醉。我
们边走边拍，不知不觉，脚已经走酸了。

出了花园，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喝
茶。朋友知道我是专程来看牡丹的，傍晚
时分又驱车领我到菏泽的百花园里继续
赏牡丹。

百花园始建于明代，因为有更为名贵
的牡丹品种而被誉为牡丹珍品园。这里
百年以上的牡丹有 100多颗，枝高花繁，每
一株都让人流连忘返。整个花园里有 20
万株牡丹，还有 10万株芍药。光听听这数
字，就觉得好过瘾。

因为是傍晚，外地游客都陆续返程，
花丛里行人渐疏，细赏细拍的状态更怡
然。那一株株百年牡丹，花开翩然恣肆，
花瓣尽其所能地撒开来，那份豪迈很感染
人。想起杨绛先生的那句话：我与谁都不
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世界是自己的，与

他人毫无关系。
在菏泽的第二天上午，朋友又领我去

了一家私人的牡丹花园。这里的牡丹，没
有设置护栏，我可以近距离地走近每一株
牡丹，细数花朵的层次，慢品花瓣的色泽，
还可以细细端详那花中之花的牡丹花
蕊。我拍它的根、枝、茎、叶，以及牡丹花
下任性绽放的紫色野花。

菏泽牡丹，雨后、傍晚、清晨，不一样
的光影里，我们相遇，问候，彼此铭记。我
惦记它们 50年，花儿们也等了我半个世
纪。这 50年里，中华大地日新月异，科技
飞速发展，文化日渐繁荣。 牡丹年年盛
放，家国岁岁富强。年少时曾经渴望的花
生、苹果，如今人人都可尽享，户户欢声笑
语。

牡丹，是国花，更是国人心里的富贵
花。也许一说到富贵，便会有人觉得俗
气，因为君子固穷，文人安贫。但贫穷会
限制发展，而富贵则会拓展空间，包括审
美的宽度。而依照自然规律，美是含蓄、
羞涩、隐约，更是澄澈、坦荡、磊落。

在这春风荡漾的牡丹花季，祝愿菏泽
人民富贵平安，祝愿中华儿女富贵平安，
祝愿世间一切生命皆和美！

圆梦菏泽牡丹
□ 韦斯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