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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着我妈，彩娘拄着四脚拐杖。我们去街
心公园看牡丹。

人间四月天，一簇簇牡丹花香如沸。彩娘指
着一棵洛阳红，说它明显长高了，开花也多了。我
妈只是微笑。我妈曾经只认得南瓜花、丝瓜花、芝
麻花、棉花……现在她也认牡丹。彩娘就不一样
了，彩娘不仅对花有兴趣，看到墙上的大字，也会
盯着看。我问，那上面的字你都认识吗？彩娘瞪
着我说，当然认识，我还教过两年书呢！

文化上，我妈跟彩娘简直不是一个档次。我
妈只识得8个字：一，二，三，张，文，英，男，女。是
艰苦岁月缔结了她们的友谊。她们年轻时一起在
地里割草、种庄稼，老了又相继失去女儿和丈夫，
现又疾病缠身。彩娘有心脏病，我妈得过脑出血。

我们在长椅上坐下，边上就是那棵洛阳红。
彩娘问我妈，这牡丹花叫什么？洛阳红啊，我妈
说。她竟然认得洛阳红！不愧是洛阳人。彩娘数
了数花朵：16朵！

彩娘说，洛阳红这品种，还是咱那年去邙山才
知道的，好多年了。

多年前那个牡丹节，彩娘的丈夫胡伯还在。
胡伯带着她俩，起了个早，背着烙饼、煮鸡蛋、三大
壶茶就出发了，先后去了西苑公园、王城公园，又
跑了个远程，游到邙山上的国家牡丹园，一直到天
黑透才回来。我妈说，俺们看了一天牡丹，没花一
分钱！俺有寿星证！恁多牡丹，俺是头一回见，紫
红的叫洛阳红，黑牡丹原来不是跟煤一样黑啊，荷
包牡丹真像荷包，哎哟，还有绿牡丹，人多，热闹得
很……你胡伯说，明年俺们还去。

然而世事无常，第二年，她们都没有去。因为
那年冬天，胡伯走了，没了领队人，也没了看花心。

她们不看花，牡丹却不因她们的缺席而少开
一朵，且越开越多，越开越艳。街上的牡丹也多
了，城市被织进了一张姹紫嫣红的大网，如果从空
中看，它仿佛也是一朵大牡丹呢！

看花，还用跑到公园吗？当然不用。前年花
开，我拉着我妈和彩娘就在家门口看花。我们沿
街一路看去，看花也看人。中午，我给她们准备了
西红柿鸡蛋面，大家坐在牡丹花旁边吃面，又说又
笑。彩娘说，没想到咱们老到走不动了还能见面，
多亏闺女孝顺，闺女真好！

彩娘的话让我生出许多悲凉。年年岁岁花相
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曾经长途跋涉的看花人，如
今年华老去，举步维艰。我们都会有老去的这一
天，老到走不动，去不了想去的地方，见不到想见
的人，那是一种怎样的无奈！

于是那天，我当即跟她们约定，只要她们身体
允许，花开时我就带她们一起看花，直到永远。

去年牡丹花开时，我接她们看花。除了她
俩，还有村里几位大娘。看完花，我请大家吃自
助餐。一开始她们舍不得，这也不吃，那也不
吃，等明白过来“所有东西可以随便吃”后，瞬间
豪爽，也不藏着掖着，把庄稼人的能耐全使出
来，挑各人喜欢的美食品尝个遍。

转眼又一年，牡丹提醒我履行曾经的承诺，于
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我推着我妈，彩娘拄着
四脚拐杖，我们去街心公园看牡丹。唯愿好花年
年开，幸福人常在！

牡丹的承诺

观花醉洛城
□郭德诚

牡丹园里的
“争吵”

□王剑

牡丹花美人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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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老尹是位诗人，典型的宅男，纸上，能卧游千里；出
门，则一步难迈。第39届牡丹文化节时，我邀他来，他
发过来一张照片，是一枝凝着露水的牡丹花，娇艳欲
滴。下面是一句李白的诗：一枝红艳露凝香。我明白，
这是说身边有，弱水三千，取一瓢饮，一枝足矣。我笑
他，这是跟着唐明皇在纸上爬。一激，他还真来了。

几天转下来，他感慨不已，说如经历了一场穿越。
起点是王城公园，花如海，人似潮。徜徉而去，到了应天
门，高大巍峨、雄伟壮观的建筑，一下就把他拽进了唐
朝，自动脑补了“紫微城阙敞宫门，万苑芳菲谢主恩。武
帝颁昭示天下，神都花事动乾坤”的情景。

走出皇宫，到了洛邑古城，看到酒楼茶肆，旗幡招
展；亭台楼阁，绿水环绕；牡丹映日，五彩缤纷；人来人
往，如在画中游。临窗而坐，把酒临风。绽放在碗里的
牡丹——燕菜、凝聚着千年的酒香——杜康、带着传奇
色彩的醒酒佳品——不翻汤，又让我们在古代民俗的画
廊中似醒似醉，流连忘返。

来到东大街的鼓楼下，夕阳斜照，鼓楼沧桑。那满

载着历史的青砖，斑斑驳驳，勾连着晨钟暮鼓的当年；青
石板路泛着幽幽的光，如时光隧道，带人通向历史的纵
深；两边民宅的门口，摆着各色花盆，硕大的牡丹花，迎
风摇曳，像路标似的，提示着回来的路。

夜晚，十字街的特色小吃，琳琅满目。一条街，红灯
高挂，如彩霞从天上飘落；摊位点点，如牡丹盛开，煎炸烹
煮炖焖炒，样样齐全。酒足饭饱，来到丽景门，看着那高
大巍峨的城楼，望着那横跨城河的石桥，一下，就走进了
苏味道“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的诗里，出都出不来。

老尹踏上返程时说，平时，我是不看穿越剧的，这回
洛阳之行，倒是客串了一场现实版的。我说咋样，还是
一枝红艳露凝香？他说，“沉香亭北倚阑干”，那只是皇
家，或者说是一人的风流；这满城的牡丹，则是全民的风
流。这气势，这格局，这境界，不可同日而语。走出书
斋，观牡丹，看洛城，通过时光隧道，穿越千年历史，真是
让人心醉。

得知举办第40届牡丹文化节的消息，我给老尹发了
一条微信，问他来不来。他就回了一句话：把酒准备好。

1990年的那次同学聚会，多亏了牡丹做媒。
在孟津求学期间，我们高三文科班的四个同

学喜欢明比暗赛。赛来比去，大家惺惺相惜，就
成了好朋友。班主任“坐山观虎斗”，戏称我们为

“四大金刚”。高考揭榜后，“四大金刚”榜上有名。
第8届牡丹花会前夕，“四大金刚”约定，要

在洛阳聚一次。
当时，我们四人都是胸佩校徽的大学生，

正是年少轻狂的年龄。各色牡丹似乎也在迎
合我们的心意，开得饱满，开得热烈，开得浩瀚
而奔放，牡丹仙子似乎把整整一年积蓄的精
气，都轰轰烈烈地迸发出来了。整个公园犹如
花的海洋，掀起一波又一波香艳的波涛。

在这骀荡的香气里穿行，我们突然有一种
强烈的表达欲望。李君精于历史，他转转眼
珠，挑起了话题：“你们说，世界上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人喜欢牡丹？”

“嗨，因为美呗！”杨君率先接茬，“牡丹之
美，在于她的美丽多姿和雍容华贵。看到牡丹
绽放，人们总会想到美好，想到盛世。因此，牡
丹常被作为吉祥、富贵、繁荣、幸福的象征。人
们带着想象中的美而来，又携着现实中的美而
去。说是赏花，实际上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杨君一直在研究美学，听了他
的话，我们禁不住点头称是。

“不过，我倒觉得，看牡丹，其实是在看自
己。”一向温文尔雅的宋君反驳道，“牡丹的身
上，蕴藏着一个励志故事，一个丑小鸭变白天
鹅的故事。据说，牡丹早先算不上什么名贵花
木，仅仅是普通百姓灶膛里的柴火。可是因为
一个偶然的机缘，出身乡野的牡丹脱胎换骨，
成了皇家园林里的上宾。”宋君喜欢哲学，他的
思考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看牡丹，也是欣赏一种个性。”见大家把
目光投向我，我也亮出了看法，“牡丹有一种桀
骜不驯的个性，她被武则天逐出京城后，不媚
上，不俯就，不苟且，不妥协，‘植于不凡，立于
不依，盛于不溢，富于不嚣，卓于不败，奉于不
悔’。她的凛然正气和高贵品性，终于赢得了
人们的尊重和偏爱。”

“嗯，这是文学化的一种理解。”李君见没
难住大家，继续问，“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跑到洛
阳看牡丹呢？”

见我们面面相觑，李君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还是我来说吧。洛阳是著名古都，千百年来，
不断在湮灭和重建中轮回，可以说，洛阳这座城
市的命运与牡丹的命运极其相似。牡丹的盛衰
荣枯，就是洛阳这座城市沧桑与活力的见证。
洛阳爱牡丹，国色照古都，城因花增色，花因城
荣光。这也许就是前世早已注定的缘分……”

“小伙子们，胸襟要开阔嘛。牡丹既然是
繁荣昌盛和幸福美满的象征，那她就不应只
属于洛阳，而应走向全国，成为国花啊！”我
们惊讶地回头，原来是一位儒雅的老者，他
见我们争论得激烈，也忍不住插了话。

“高论，实在是高论！”老人的话如拨云见
日，令我们心服口服。

那天中午，我们出了公园，仍然意犹未尽，
便在一家羊肉汤馆里又争论了半小时。顺便
说一句，洛阳羊肉汤味道鲜美，与牡丹的品性，
很是般配。

□梁凌

第40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即将开幕，使我想起
近30年前牡丹花会感人的一件事。

那是1994年4月的一天，第12届洛阳牡丹花会正
如期进行，赏花逛街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单位在百货大
楼前设了一个花会服务站，我和另一名女同事小张在服
务站免费为游客提供茶水、义务指路、发放宣传材料等。

当天9时许，百货大楼营业员在大楼内发现一名正
在哭泣、自称叫芳芳的小女孩，随即在商场的广播里反
复播放认领启事，但直到中午，也无人认领。营业员就
把小女孩领到了我们服务站，我们这里来往人多，希望
她的家人能够看到。

小芳芳看上去有三岁左右，我们给她买来了面包、
牛奶、巧克力等好吃的。经过哄劝，小芳芳终于露出了
笑容。然而直到下午4点多服务站收摊儿，还是无人认
领小芳芳。我就骑上三轮摩托车，带着小芳芳从涧西到
老城，大街小巷地转，仍然一无所获。天黑了，我们就将
小芳芳领到了办公室里，小张搂着小芳芳睡觉，生怕
她再遭不测。

第二天上午，我们抱着小芳芳，
来到洛阳日报社求助，《洛阳晚
报》立即刊登了“谁家的小芳
芳”寻人启事。这样连续几

天，白天我们带着小芳芳在服务站工作，希望她的家人
能够看到；晚上大家轮流把小芳芳带回家，细心照顾。
几天过去了，仍无任何音信。

当时《洛阳晚报》的编辑、记者们看我们既要工作又
要照顾小芳芳，很不方便，就主动提出帮助照顾小芳
芳。白天小芳芳在报社的办公室里跑来跑去，夜里值班
的记者、编辑们轮流看护。尽管大家对小芳芳无微不至
地关怀和照顾，小芳芳还是想念自己的妈妈，时不时说
一句“我要妈妈”。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始终
没有小芳芳家人的音信，小芳芳的身世成了个谜。

后来，小芳芳被洛阳一爱心人士收养。如今小芳芳
已经长大成人，并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

牡丹花美人更美。是洛阳的爱心人士、是洛阳这片
热土，给了小芳芳新的人生。愿小芳芳像牡丹花一样，
在爱心人士的呵护下，健康快乐地生活。

洛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