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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情缘

四月的洛阳，

美不胜收。周末，我们姐

妹俩搀着母亲，走在牡丹桥下，

走向牡丹花丛。

阳光和煦，春风徐徐，在如此美好

的春光里，赏花的人真不少。不远处，凤

丹白迎风俏立，洁白的花儿高高低低，如雪

如霞，如张张笑脸，喜迎八方宾朋。洛浦堤岸

上，一株株垂柳飘逸着长发，摇曳生姿，绿意盎

然中，把怒放的牡丹衬托得更加娇艳。

花丛中，一对母女正在赏牡丹。母亲蹲下，微

闭双眼，女儿身子前倾，裙角飞扬，笑容纯真，俨然一

个天使……旁边的男子举起相机，连续按下快门。

过道上，几名头戴遮阳帽的女子静坐在画架前，

时而抬头凝望，时而低头专注画画，不一会儿，朵朵

“牡丹”便盛开在画板上，周围的人

都被这些惟妙惟肖的画作深深吸

引。我心中一动，按下快门，把画

家、家人和游人定格在以牡丹为背

景的画面中。

我们来到牡丹桥东的广场，母

亲坐在长椅上，看着如织的游客，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和牡丹花一

样灿烂。

看啊，牡丹如出水芙蓉，傲然挺

立，飘逸的垂柳是背景，静静的洛河

是背景，林立的高楼是背景，一碧如

洗的蓝天是背景……我们一同沉醉

在春风微醺的国色画卷里……

（作者系涧西区东升二中教师）

我的相册里珍藏着一幅老

照片：蓝天白云下，明媚春光中，

我和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手牵

手并排站着，身前身后都是大片

大片盛开的牡丹。

这幅照片拍摄于1990年，

那年春天，我和照片中那个相识

不久的女孩相约去洛阳赶牡丹

花会。

那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急

急忙忙骑上自行车接上那个女

孩，沿着曲曲弯弯、凹凸不平的

沙土路，骑行10公里到了镇上

的汽车站，然后我俩坐汽车颠簸

了60公里，来到了洛阳。

进入王城公园，我们顿时眼

前一亮，犹如走进花的世界、人

的海洋。白牡丹高洁典雅，如团

团白云；红牡丹热情似火，璀璨

夺目；粉牡丹成片盛开，风姿绰

约……我们一边赏花，一边沉醉

于明媚的春光中。

这时，迎面走来一位摄影

师，说：“拍张照吧，留个纪念。”

我们在牡丹花丛中随意一站，就

有了这张亲密的合影。

那天，回到乡下，我俩的关

系日益密切，相似的性格和共同

的写作爱好，让我们觉得彼此就

是一直寻觅的另一半。

第二年秋天，我俩按照当地

的风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照

片中那个亭亭玉立的女孩，成了

我的新娘。

一晃30余年过去了，这张

照片已有些发黄，但岁月愈

久，那次赏花的记忆愈

加深刻……

（作者系嵩
县田湖一中
教师）

建华姐，是当年在我家住过的知青。她

下乡插队那几年，母亲对她嘘寒问暖，她返

城后，常念着这份情。

1983年牡丹花会，建华姐邀母亲去赏

花，母亲以忙为由婉拒了。以后每年春天，

母亲都会找各种理由拒绝，建华姐一直记挂

着这事。

那年，我去洛阳看牡丹，看花人比看大

戏的人还多。回来后，我向母亲夸赞牡丹的

美，母亲听完笑着摆摆手。其实，我知道母

亲拒绝是怕给建华姐添麻烦。

一晃几年过去了。那年春天，建华姐打来

电话，刚好是母亲接的：“娘，您再不来洛阳看

牡丹，就是不认我这个闺女了！”建华姐言语恳

切。“闺女，今年我一定去！”挂掉电话，母亲自

言自语，这次真是推不过去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骑自行车带母

亲到十几里外的火车站，等了好久，才坐上

绿皮火车。到洛阳火车站，建华姐早已等

在那里。

我们来到王城公园，公园里

花如海，人如潮，娇艳的牡丹

一片片，一簇簇，一团团，煞

是好看。母亲就像刘姥

姥进了大观园，眼睛都

不够用了。看着艳如彩

霞、滑如绸缎的牡丹，母

亲脸上挂满了笑容，不

停地赞叹：真好看！建

华姐一直挽着母亲的胳

膊，脸上洋溢着幸福。

明媚的阳光照着，和

煦的春风吹着，我们在烂漫

花海中徜徉着，建华姐提议

在花丛中合影留念，留下这

美好的时刻……

（作者系汝阳县
蔡店乡居民）

周日休息，我准备去公园

看牡丹，可天公不作美，又降温

又下雨。就算这样，我吃过早饭，

依然撑起雨伞向王城公园走去。

进入公园，拐进月亮门，入眼

便看到了盛开的牡丹，姹紫嫣红的

牡丹在雨中更加光彩照人。

雨中的牡丹太美了！细细的雨丝

落在牡丹花瓣上，凝成雨珠后又轻轻

滑下。经过春雨的洗礼，牡丹的叶子更

加翠绿油亮。微风吹过，枝叶摇曳，雨

珠盈盈欲落，牡丹别有韵味。

突然，一阵鸟鸣传来，悦耳动听，它

们是不是也在歌唱牡丹的风姿呢？

我想一定是！我把雨伞丢在一边，

掏出手机，迫不及待地拍起照来。这朵

千层瓣，花朵压枝低；这朵碗口大，像娃

娃的笑脸；这朵绿牡丹，清新雅致……

突然，有伞遮住了我头顶的细雨。我

抬起头，看到一对神采奕奕的老人。大妈

左手把伞斜靠在肩上，右手帮我打伞。

我连忙道谢，大妈笑着说：“牡丹越

看越喜欢，我家老头子跟你一样，看见

花啥都不顾了……”

拍好几张照片后，我再次感谢大妈

帮我遮雨，大爷却开口说道：“闺女，先

谢谢你，我刚才抓拍了你雨中拍牡丹的

照片，你不介意吧？”

原来，两位老人逛遍了市区各大牡

丹园，拍了无数张牡丹和赏花人的照

片，准备分门别类印成画册。

同是爱花人，我自然没有意见，还

连连向两位老人竖起了大拇指。

（作者系涧西区北方社区居民）

◎高顺喜

母亲赏花 ◎贾华平

雨中牡丹
◎郝彦霞

国色画卷 ◎韩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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