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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发轫于洛河之滨

“历代古籍里屈指可数的记载，文物残片中
若隐若现的端倪，老蔡希望，自己的目光，能够
拨开雾霭，寻找到牡丹成为‘国民之花’的真实
答案……”纪录片《牡丹》中，这样叙述河洛文化
研究会会长蔡运章的“困惑”。

今晚起，由我市和央视纪录频道（中央台九套）联合
摄制的四集高清纪录片《牡丹》，将于23：30在央视综合
频道（中央台一套）《魅力纪录》栏目连续4天播出。

“国民之花”，这一似曾相识而又深入人心的定义
在纪录片《牡丹》中出现的时候，人们的思绪便随着动
人的影像坠入记忆的长河。究竟是谁，成就了牡丹

“国民之花”的美誉？洛阳之于牡丹，有何等意义？

古玩城，文明和历史的浓缩之地。在
这里，哪怕只是一枚铜钱，也能让你触摸
到那段历史的跌宕起伏。

前几天的一个周日，天子驾六古玩城
像往常那样喧闹，李宏却在寻觅一段记忆
的空白。在天子驾六古玩城门口一个摊
位前，她停下脚步，几张旧IC电话卡进入
视线，她攥在手心，如获珍宝。

经过时光的洗礼，电话卡已失色不
少，但上面绘制的牡丹花依旧怒放。李宏
之所以收藏与牡丹有关的物件，与 1983
年的首届洛阳牡丹花会有关。

今年 54 岁的李宏生于云南西双版
纳，1968 年随父母到四川彭州生活。“牡

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
一。”彭州牡丹的芳容，让李宏对牡丹产生
喜爱之情。

1983 年春，李宏随父母来到洛阳生
活。当年 4 月，洛阳首届牡丹花会开
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她与这届牡丹
花会失之交臂，这成为她心中永远的遗
憾。

后来，搜寻与首届牡丹花会相关的物
件，成为李宏的一种心灵寄托，再后来，只
要是与牡丹有关的物件都成为她收藏的
内容。

牡丹在人们心中的那份美好，又何尝
只李宏一人有。

2004 年 4 月，对牡丹花情有独钟的
山东姑娘陈倩第一次来洛阳旅游，就被
雍容华贵的牡丹花折服。在洛期间，这
位失去双臂、用脚作画的姑娘，画出了第
一幅牡丹画。如今，陈倩已成为牡丹文
化节的常客。

2012年4月，新乡盲人小伙郝雷雷在
我市数名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来到中国国
花园，他抚摸着盛开的牡丹花，深埋在心
底的“赏花梦”，终于实现了。

…………
牡丹之于心灵，有着不同的感人故

事。或许，“国民之花”，就来自于你我内
心深处。

2 无法抑制的心中向往

“直到现在，我也没能对牡
丹做深入考究，但从史料记载
中，我或许可以读懂它。”蔡运章
说，牡丹的繁衍生息，绕不过历
史这条长河。

牡丹，最早是如何从崇山峻
岭走入寻常人家的？有限的历
史资料记载，让学界至今尚无定
论。然而，中国历史上最为昌盛
的大唐，俨然成为这一问题的分
水岭。

众所周知，牡丹文化的兴盛始于唐
代。盛唐仕女的颦笑间，无一不为我们
展示着那个浪漫辉煌的时代，这个时代
的女人们，开始不断思量着更美的标
准。史学家定义，中国的市民文化由此
走向繁荣。

蔡运章介绍，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人
们产生了崇尚奢华、以肥为美的社会观
念，色泽艳丽的牡丹花极大地冲击着人
们的视觉，给人以观赏享受。由此不难
看出，牡丹在开元盛世时期，就已经走入

寻常百姓家。
武则天贬牡丹到洛阳的传说世代流

传，那株株牡丹，被爱花的洛阳人移栽于家
中，东都洛阳由此变得姹紫嫣红。在经历
了千百年的风云变幻和兴衰之后，随着现
代科技的发展，繁多的种类以及特有的富
贵气质，让牡丹被称为万花之王，在全世界
绽放。

牡丹之于历史，兴盛于大唐已成共识。
或许，“国民之花”，就来自于盛唐仕女的嫣
然一笑。

3 历史长河的不灭印迹

经过好来历果品安全首席专家、孟津县
林业局果树站站长、高级农艺师李书彦带队
的好来历食品安全公众寻鉴监督团的专项
长时间寻鉴，并根据洛阳市农产品安全检测
中心的检测结果，“准予灵宝永辉寺河山果
业产业集群的寺河山产区灵宝苹果进入好
来历·洛阳优质生活必需品保障平台运营”。

找好苹果真是不容易
“少盐少油多水果”，说的是健康生活方

式，苹果因其耐储存、适当地储藏口感会更
出色等特点，成了冬春时节我们中原人最主
要的水果。

好来历创建伊始就开始寻鉴苹果，试图
在春节前夕就为洛阳市民呈献最正宗的灵
宝苹果或者上戈苹果。

然而，灵宝苹果、上戈苹果作为公共资
源和地理标志产品，的确有被滥用现象，大
街小巷的不少果贩也都竖起了灵宝苹果、寺
河山苹果、上戈苹果的招牌。有的甚至在车
上备了好几个招牌，拿出来哪一个，全凭感
觉。

唯恐砸了好来历的招牌，唯恐坏了市民
的口福。

当苹果市场很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
做？犯难！

坚定地找有标准的苹果
如何才能“摘得”好苹果呢？寻鉴团带

队专家李书彦为我们制定了先上灵宝苹果
的策略，这些灵宝苹果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必须产自灵宝苹果的主产区寺河山，
这一点不需要作过多解释。

2.要经营“有标准的苹果”。这就要求
合作伙伴种植苹果不能是那种“零打碎敲”
式的，自有果园规模要大。这样才值得建立
各个环节的标准。

3.要有完备的产品追溯体系。哪颗苹
果是哪棵树上结的，什么时候施了什么肥、
得过什么病、用过什么药，哪天采摘的，必须
可追溯，必须一清二楚。

4.要经营果形正、个头大、无瑕疵的精
品苹果。因为只有这些苹果，果农才舍得往
上面贴“证”。

专家就是专家啊，后来我们才知晓，即
便是产自灵宝苹果主产区寺河山的苹果也
不是每一个都能叫灵宝苹果。

灵宝市园艺局作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灵宝苹果”的管理者，根据寺河山苹果的收
成，每年大约发放1000万枚可追溯标识，并
为之建立追溯体系，灵宝苹果总量中约60%
是没有政府发放的“身份证”的。

自然，这些标识都被贴在了果形好、口
感好、产地正宗的好果上了。

5.要有自己的大型水果保鲜库。一是因
为刚摘下来的苹果有“暴气”，放在低温保鲜库
里“后熟化”几个月后会口感更好；二是可以跨
季节经营，不至于“名声有了，苹果没了”。

寺河山果业集群进入好来历视线
吃起来脆、甜、少渣，化验出来的农药残

留符合出口标准……面对一堆指标，我们查
阅省市的农林官方网站，终于，灵宝苹果唯
一的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灵宝
永辉寺河山果业产业集群”，进入了我们的
视线。

3月8日，由李书彦带队的好来历食品安
全公众寻鉴监督团对“灵宝永辉寺河山果业
产业集群”（简称永辉果业）进行了专项寻鉴。

■寻鉴监督团认定：
1.永辉果业在寺河山产区自有盛果期

苹果园5000亩，与共有8000亩果园的两个
苹果生产合作社成为紧密的市场联合体。

2.永辉果业生产经营灵宝苹果历史悠
久，产品出口亚、欧、美等洲的多个国家和地
区。

3.永辉果业自有保鲜库规模大、管理规
范。

4.永辉果业对苹果生产、储藏、分拣、运
输各个环节建有标准。尤其是其生态防虫
害标准和模式，被业界广为复制。

5.经洛阳市农产品安全检测中心检测，
寻鉴团在永辉果业保鲜库中随机采集的苹
果样品农药残留指标优于国家标准。

■好来历灵宝苹果特级精品75装
价格：59元（同城免费派送）
重量：2500克
包装：每箱15个
储藏方法：常温储藏
特点：脆、甜、少渣，正宗寺河山产区灵

宝苹果；果形正，无瑕疵，颗颗精选，直径不
小于75毫米

■好来历灵宝苹果特级精品80装
价格：79元（同城免费派送）
重量：3500克
包装：每箱15个
储藏方法：常温储藏
特点：脆、甜、少渣，正宗寺河山产区灵

宝苹果；果形正，无瑕疵，颗颗精选，直径不
小于80毫米

提醒：因目前苹果数量有限，并处于恒
温冷藏保鲜状态，为保证您收到的是最新鲜
的灵宝苹果，我们每周将进行两次统一出
库、集中配送

每周周二中午 12 点前的订单，我们会
在周三集中配送

每周周五中午 12 点前的订单，我们会
在周六集中配送 （何水清 谢娜娜文/图）

“75-80”“80-85”两个规格，颗颗精选，几无瑕疵

好来历寺河山产区灵宝苹果甜美上市

寺河山产区灵宝苹果

记忆深处的那一抹红

脸上道道沟壑般的皱纹，记录着娄万太逝去的
65个春秋。在他的记忆中，有一朵红色的牡丹花，让
他印象深刻。

几天前，老娄坐在周王城广场上刻有牡丹花的
石凳上，把思绪拉回到43年前的1971年，位于洛河
南岸的古城乡毕沟村。

那个春天，那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土坯房和一张破木
床，还有“墙”上盛开的那朵红牡丹，是他新婚的见证。

“说是面‘墙’，其实就是一块布。”老娄说着，笑
了。布是娄万太赶集扯回来的，又花3分钱买了一
包粉色染料。缸里放上染料，白布往缸里一放，浸
水，变成粉红色。他把这块布用铁丝挂于木床外侧，
成为一面“墙”。

拜堂的前一天，娄万太把那面“墙”扯了下来，跑
到同村的一位老先生家中，恳请画上一朵牡丹花，以
求幸福吉祥。

就这样，一朵盛开的红牡丹，映红了小两口喜悦
的脸庞。如今，土坯房早已不在，而那一抹红色成为
老娄心里永远的甜蜜。

牡丹离我们有多远？您可能会说，儿时的那条
床单上，绣着一朵牡丹花；他可能会说，奶奶的那个
脸盆上，也有牡丹的芳姿；还有人会说，爸妈的结婚
证上，盛开着一朵牡丹……

漫步老城，胡同人家门楼上的牡丹雕饰芳容依
旧；穿行马路，公交车身上的牡丹已成风景；百姓家
中，牡丹装饰品随处可见……

牡丹之于生活，如今已无处不在。
或许，“国民之花”就来自于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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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见习记者 李冰 文/图

国国民民之之花花

2012 年 11 月 1 日，高清纪
录片《牡丹》在洛阳中国国花园
开机。16个月后，《牡丹》亮相央
视纪录频道，牡丹，这朵盛开在
国人心中的万花之王，再次深深
拨动人们的心弦。

“牡丹，它虽然没有国花的
名分，却有着国花的影响力。”该
片导演李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2012年夏天，创作之初，
他与自己的团队就对牡丹有了

“国民之花”的定义。
呈现在观众眼前的 200 分

钟的精彩影像背后，是制作团队

的艰辛付出。当李侠接到拍摄《牡丹》任
务的时候，“这个题材会意味着什么”成
为他心中一时无法拉直的问号。

牡丹历经千年变迁，早已融入中国
人的生命之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乃
至精神世界，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生，都曾
和牡丹有过交集。这便是牡丹作为“国
民之花”的意义所在。

牡丹的无处不在，成就了中国文化
的一个符号。透过牡丹这一单一的文化
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整体面
貌。它的发展到没落、复兴到传递，一直
到今天，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背景
下，它将何去何从？这是李侠的思索，也

是纪录片通过牡丹这一表象呈献给观众对
中国文化的深度思考。

牡丹之于中国文化，值得探寻的还有很
多。或许，“国民之花”，就来自于对文化的
寻觅。

无论是娄万太记忆中的那一抹红色，还
是李宏心中的那段遗憾；无论是蔡运章对文
物残片的考究，还是李侠对中国文化的深度
探寻，都是牡丹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体现。只
有如此深入内心的力量，才会使一朵花成为
国民的选择。

究竟是谁，成就了牡丹“国民之花”的
美誉？每个人的解读，或许都只是答案的
片段。

4 中国文化的深度思考

电
话
卡
上
的
牡
丹

挎
包
上
的
牡
丹

酒
瓶
上
的
牡
丹

餐
具
上
的
牡
丹

墙
壁
上
的
牡
丹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从白
居易的千古名句中，可窥盛唐牡丹胜景。1000多
年后的洛河之滨，一年一度的牡丹文化节，满城国
色天香依然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游客的脚步，男
女老幼流连忘返……

这一朵浓缩了华夏儿女对繁荣、强盛、幸福、
美好不懈追求的花，如今已是千年帝都洛阳的一
张城市名片。《国民之花 牡丹记忆》系列报道，为
您讲述一朵花和一座城的不解之缘。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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