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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语 洛阳是牡丹的故
乡，牡丹文化、种植栽培源远流长。
在历史的长河中，诞生了最早栽种
牡丹的皇家园林、最早的牡丹传说、
最古老的牡丹等“牡丹之最”。自即
日起，本报开设《牡丹之最》栏目，给
大家讲述与牡丹有关的故事。

□记者 李冰 文/图

眼下正值牡丹盛花期，在孟津
县朝阳镇崔沟村的一个农家小院
里，阵阵花香扑鼻而来。庭前的木
栅栏内，被誉为“百年牡丹王”的一
大一小两株牡丹开出820朵牡丹
花，在繁密绿叶的衬托下，硕大的
粉色花朵绚烂绽放，尽显雍容华
贵。它单株开花400余朵，成为单
株开花最多的牡丹。

“花王”的主人名叫崔月奇。
1957年，崔月奇在嵩县五马寺林
场学木工时，从白云山黑龙潭将一
株野生牡丹移栽到家中。崔月奇
和母亲都是爱花之人，他们浇水施
肥，小心呵护，使牡丹长得枝繁叶
茂，可这株牡丹直到崔母1972年
去世也没开过一朵花。

1985年4月，它终于冒出了5
朵花蕾，全家人欣喜若狂。1997
年，这株牡丹一分为二，成了现在的
大小两株。

自牡丹开花后，一年比一年开
得多，2002年开到了100朵，实属罕
见。为了防盗，崔月奇曾在院子里

支起自制的铝盆“报警器”。数九隆
冬，他还熬牛骨汤为牡丹“进补”。

2005年，在洛阳市首届花王
大赛上，这株牡丹获得“单株造型
最奇特牡丹”称号。2007年，它又
因单株开花245朵，获得花王大赛

“单株开花最多牡丹”称号。经过
专家鉴定，这株牡丹至少有200年
的“花龄”。

2014年，纪录片《牡丹》在央
视播出，崔月奇和牡丹的故事被人
们津津乐道。此后每年花开时节，
这个农家小院吸引着四面八方的
赏花客人纷至沓来。年过七旬的
崔月奇热情地为客人讲解，累得声
音嘶哑。他还动员全家为前来赏
花的客人烧水沏茶，准备饭菜，让
客人免费享用。

“父亲常说，牡丹就是他的命，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崔月奇的小
女儿崔小利说。

2016年夏天，一场龙卷风来
袭，将院外的桐树连根拔起，砸倒

了院墙，也砸伤了“百年牡丹王”。
看着受伤的牡丹枝干在烈日下暴
晒，崔月奇心痛不已……

2017年的花季，“花王”伤疾未
愈，花只开了3天便凋零了。几个
月后，为牡丹忧虑的崔月奇身患重
病，不久离世。呵护“百年牡丹王”
的重任交到了他的子女手上。

“这个院子里的一花一草、一砖
一瓦，都是奶奶、父母两代人的心
血，我们保护的不单单是这株牡丹，
还是一种坚守，是家风的传承。我
们全家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传承
牡丹文化。”崔月奇的大女儿崔大
利说，他们把“百年牡丹王”的孙子
辈移植在院子的两个角落，让小院
处处有花香。他们还在家对面搭建
了大棚，建设“花王繁育基地”。

今年受疫情影响，许多爱花之
人不便到现场赏花，崔大利就在儿
子的帮助下，在网络平台开通了直
播，希望更多人可以云赏“花王”，
领略国色天香的牡丹之美。

□记者 王博东

在“抖音”App“洛阳牡丹甲天下”相关视频
中，洛阳网友“贺兰馨儿”发布的视频屡屡成为热
门内容。“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
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风起洛阳东，
香过洛阳西”……在每天发布的视频中，她会配
上信手拈来的诗词，时常引来千名网友点赞。

近日，记者联系上了“贺兰馨儿”，原来她是
一名32岁的宝妈，祖籍湖南，现居我市涧西区。
就在接受采访间隙，她还忙着回复外地网友关于
洛阳赏花路线和美食分布的问题。

持续发布关于牡丹的视频，这名宝妈已收获
网友点赞16万次。她还给网友当起了义务“云导
游”，“只要是想来洛阳玩的，我都会回复，就是想
给外地人留个好印象，让他们觉得洛阳是个有温
度又美丽的城市”。

“贺兰馨儿”笑着说，她与洛阳结缘，源自一直
听说洛阳是一座美丽的城市。2006年，她在高考
后特意报考洛阳的高校，毕业后选择留在洛阳。

“洛阳这座城市不仅人美景美，还有厚重的文化，
处处都有‘家’的感觉，让人来了就不想离开，这也
是我选择定居洛阳的最重要原因。”她说。

前些年，“贺兰馨儿”和爱人经常外出旅行，
直到最近两年才忽然意识到“守着洛阳却忽略了
分享它的美”。去年，她参与“跟着抖音逛洛阳”
的视频拍摄活动，发现每条关于洛阳和牡丹的视
频都会引来不少外地网友关注。从那时起，她开
始坚持拍摄视频，并努力学习拍摄技巧。“洛阳是
我第二故乡，我希望用拍摄的作品，让更多人看
到它的美。”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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