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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一块被黄河水滋润的土
地，这里自古就流传着“牡丹随处
有，胜绝是河州”的佳句。每年“五
一”小长假前后，美丽的临夏回族
自治州都会准时迎来一年一度的
牡丹开放期，此时各类牡丹竞相绽
放，花香醉人，让临夏成了花的海
洋，吸引国内外众多游客前来旅游
观光。

近年来，临夏始终坚持绿色发
展，立足牡丹资源禀赋，持续释放
文化旅游综合效应，不断延长牡丹
产业链，以花为媒、以节会友，精心
筹备各类以牡丹为主题的文旅活
动，实现了牡丹从单一观赏到精深
加工、文化创意融合发展，擦亮了

“河州牡丹”品牌，让“美丽经济”成
为开启乡村振兴的一把“钥匙”，给
各地游客送上了一场赏心悦目的
闻香赏花之旅。

“白牡丹白着娆人哩，红牡丹
红着破哩。”临夏人把牡丹盛开的
季节称之为牡丹文化月，并借此推
出涵盖文化娱乐、体育竞技、特色
美食等领域的系列活动，吸引八方
宾客前来观光旅游，这朵“富贵之
花”已然升级为“产业之花”。

临夏牡丹又称河州牡丹、河州
紫斑牡丹，因其花瓣基部有明显的
紫色斑点而得名，有着1400 多年
的栽培历史。相传，文成公主进藏
和亲路过临夏住在炳灵寺时留下
数株牡丹，经过千百年繁衍发展，
也留下了家家户户种牡丹的习
俗。据考证，当地供奉文成公主的
寺院里有大量牡丹元素的唐卡，在
出土的金代墓葬中有牡丹纹饰的
砖雕。明嘉靖版《河州志》中有家
家户户种牡丹的记载。

在一代又一代临夏人的努力
下，经过归圃驯化，目前共培育出
花色各异的紫斑牡丹品种 300 多
个，其中以佛头青、观音面、紫朱
砂、梨花雪、粉西施、绿蝴蝶、醉杨
妃等较为名贵。如今在临夏，牡
丹、芍药等花卉种植面积已超过1
万余亩，大夏河牡丹长廊、康乐县
牡丹园，还有遍布城乡的牡丹文化
公园等，让临夏成为名副其实的牡
丹之城。

每年的牡丹盛花期，走进临夏
州临夏市枹罕镇王坪村，数千亩牡
丹争奇斗艳，连片成海。近年来，
王坪村油用紫斑牡丹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带动当地农民种植牡丹，
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
模式，不断研发紫斑牡丹花蕊茶、
叶芽茶、花朵茶和牡丹籽油系列产
品，不但延长了牡丹产业链，还逐
步向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
发展。

临夏因牡丹而美，因牡丹而享
有盛名。每一次牡丹文化盛宴都将
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升华为地域形象
与品牌，造就了临夏经济发展的一
次次机遇与提升。河州牡丹的独特
风韵及临夏文化的卓然魅力，为临
夏旅游推介、形象展示积聚了人气，
提升了临夏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旅
游收入井喷式增长，成为甘肃这柄

“玉如意”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上去个高山者望平川，
平川里有一朵牡丹；
看去是容易摘去是难，
摘不到手里是枉然。”
被誉为“花儿曲令之王”的河州大

令《上去个高山者望平川》，仿佛是从记
忆深处传来的一首长歌，舒缓的旋律、婉
转的曲调于刚健中自带缠绵的情愫，呈
现出一幅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吐露芬芳
的壮美画卷。

在临夏，“花儿”不仅仅是一朵朵盛
开的鲜花，还是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民
歌。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
主要传唱地和发祥地，临夏被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花儿之乡”称
号。这里的人们常以民歌花儿传唱牡
丹，在众多的花儿曲令中，有很多以牡
丹命名，有《牡丹令》《白牡丹令》《二牡
丹令》等，十句花儿唱词中，有两句就是
唱牡丹的。

每年农历四月至六月，临夏的和政
县、康乐县苍松翠柏山花俏，目之所及皆
是铺天盖地的绿和各色各样的花。一年

一度的松鸣岩花儿会和莲花山花儿会就
在这最美的季节举办。花儿会是花儿演
唱、传唱、传承的主要载体和文化平台，
是全球目前存续很少的传统民歌的民间
大型演唱场所。届时，山野间、树林里、
草坡上、小溪旁、亭子里、山涧中，从八方
而来的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簇拥着，大
家以歌会友、以歌咏志，到处是花儿的旋
律，让人流连忘返。

花儿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
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
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人类文明的瑰
宝。临夏一代又一代的花儿文化研究
者、唱词编创者、传承人和演唱者如同浪
花一样前赴后继，培育壮大花儿歌手和
传承人队伍，传承保护创新着花儿文化，
让悦耳的花儿在广袤的临夏大地上缓缓
流淌，展现“花儿临夏·在河之州”的无穷
魅力。

花儿临夏，以花儿喻临夏，集中体现
了临夏的景色美和文化美：大河滔滔，两
岸盛开着雍容华贵的牡丹，带给人们人
美、花美、水美的全新临夏形象。

说起河州牡丹，就不得不提到临夏
市八坊十三巷。

作为临夏世界地质公园组成部分的
八坊十三巷是临夏旅游的一张名片，已经
成为各地游客到临夏必去的景点之一。

八坊十三巷是八座“坊”和十三条
“巷”的统称，是临夏文化旅游新地标，融
合了砖雕、木刻、彩绘等建筑特色，民族文
化风情浓郁，堪称西北民族文化建筑的博
览园和民族团结融合的“大观园”。最值
得一提的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非常爱
花，无论院子大小，都留有一块花圃，种着
各种花草树木。他们尤爱牡丹，在这里，
不仅墙上雕的是牡丹、门廊上刻的是牡
丹，而且家家户户院中大都种牡丹，推开
院门就能看到牡丹盛开，花团锦簇。

临夏除了各色花卉，还有各种各样
的美食。临夏美食是延续千年的历史传
承，是挑动味蕾的饕餮盛宴，是独具魅力
的文化风景，是敬业打拼的民族精神。
早在唐宋时期，居住在临夏境内的各族
群众在菜肴配置、烹调等方面就有许多
创新做法，制作出一系列品质精良、令人
垂涎的美食。千百年来，临夏各族儿女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探索研发，大力传
承弘扬临夏美食文化，对美食技艺进行
改良和创新，使临夏美食的知名度、美誉
度、影响力不断提升。

牡丹宴、东乡手抓、酿皮、凉粉、甜
醅、油馃馃、鸡蛋醪糟……走进临夏，满
街飘香，色香味俱全的临夏美食绝对让
你垂涎欲滴，大呼过瘾。

画牡丹 国色天香永不谢

临夏人不仅喜欢“种牡丹”“赏牡丹”“唱牡
丹”“品牡丹”，更喜欢“画牡丹”。在这里，牡
丹早已和民俗民风相融，生活中处处体现着
人们对牡丹的热衷与喜爱，形成了极具地域
特色的牡丹文化，牡丹文创作品也不断加入
地域元素，迎合审美趋势推陈出新，产品屡屡
引发关注。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牡丹绘画艺
术在临夏地区蔚然成风，陈龙、石兰英、杨占福、
石广云、张定平、车玉琳、罗艳、蓝献诚、孔令祖
等牡丹绘画名家辈出，其中不少人举办过个人
专题展览，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出版画册、邮票
等，成绩斐然。

牡丹虽盛，但花期较短，勤劳的临夏人民便
将牡丹穿在身上、雕在砖上、刻在木上、捏在泥
上、画在纸上、绣在布上……用传统非遗的形式
将牡丹呈现在生活细节中、留在心里，不仅让牡
丹文化有了更多的传承载体，也有效增加了群
众的收入。

砖雕——俗称“硬花活”，指在青砖上雕刻
出古色古香、栩栩如生的人物、山水、花卉、典故
等图案。临夏砖雕最常见的创作主题便是牡
丹。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临夏砖雕在金
代便开始雕刻牡丹，东公馆的《牡丹双宝瓶》更
是牡丹砖雕中的佳品。在临夏，无论是民居还
是公共建筑，处处都有牡丹砖雕的身影。

蛋雕牡丹——一种是用刻刀在表面颜色较
深的蛋壳上雕刻出各种图案，另一种是选用质
地较厚的蛋壳作为材料，以浅浮雕或镂空的手
法进行雕刻。

掐丝珐琅牡丹——作品可以是摆件、挂画
和实用器具等，牡丹是其常见主题，放在家中赏
心悦目，出现在盖碗上，喝茶也能陶冶情操。

河州泥塑牡丹——泥塑艺术具有强烈的视
觉冲击效果，欣赏角度也极为丰富和多样化，更
能贴近人们的生活，彩陶罐里开出“牡丹”，加上
俏皮的泥娃娃，这是泥塑匠人的巧夺天工。

葫芦雕刻牡丹——它是临夏民间艺术中的
一朵奇葩，一直享有盛誉。在葫芦雕刻中，牡丹
是常见的图案，多出现在葫芦腹部主图上，雕刻
细腻、精美绝伦。

如今，临夏的牡丹早已升级为独立的艺术
种类，痴迷于牡丹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勤奋努
力，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审
美品位，促进了牡丹产业融入艺术市场。

不来临夏，不知道牡丹有多美。眼下，临
夏牡丹即将绽放，河州牡丹文化月开幕也进入
了倒计时，临夏已做好各项准备，热忱欢迎各
地朋友前来“赏河州牡丹、游临夏美景、品临夏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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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省名城联动，共扬国色美名。由洛阳日报社等十家媒体共同策划发起的“盛世牡丹耀中国”大型
融媒体联动报道已经启动，此次联动包括河南洛阳、山东菏泽、湖北襄阳、四川彭州、安徽亳州、甘肃临
夏、河北邢台、山西太原、陕西咸阳、宁夏吴忠等十个省份的十座知名城市。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花儿临
夏，感受不一样的“河州牡丹”。

花儿 待客来临夏

赏牡丹
花开临夏香满城

唱牡丹 花儿临夏美名扬

品牡丹 河州味道飘四海

牡丹种植基地的农民采收牡丹花

2023河州牡丹文化嘉年华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州牡丹文化公园

掐丝珐琅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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