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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务
河

从青海东大门民和进入河湟谷
地，再翻过日月山、达坂山到青南草
原和祁连山地，沿途的山坡和草原
上，生长着一朵朵粉红或紫红色细
碎小花组成的花团，从春天一直开
到秋末，是青海高原上开得最早的
野花。

青海人把这种小花叫晶晶花
儿。晶字在青海河湟人的理解中有
亮丽和细碎的意思，两个晶晶连在
一起用在野花的名字上，体现出花
朵既艳丽又碎小，招人喜爱。人们或
干农活或放牧牛羊，走在开满晶晶
花儿的山路上，唱着高亢、悠长而哀
婉的花儿，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以晶
晶花儿命名的“晶晶花儿令”。据说

“花儿”诞生在甘肃临夏，流传在以
甘肃临夏为中心，西到青海日月山，
东至宁夏贺兰山，南到甘肃岷县，北
达祁连山麓的西北地区。著名的“花
儿”《上去高山望平川》用“晶晶花儿
令”唱出来，意思表达的更深沉、全
面。“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
朵牡丹，看起是容易摘起难，摘不到
手里是枉然！”高亢而哀婉的歌声充
满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慕和向往。

青海人叫晶晶花儿的植物是报
春花科报春花属和点地梅属的植
物。分布在地球上叫报春花的植物
有1000种之多，中国有近500种，
青海有35种。地球上的报春花全部
为多年生或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多
数生长在北半球温带和较寒冷地
区，还有不少种生活于北极和高山
地区。在青海从河湟谷地的田野到
三江源一望无际的草原，从祁连山

地的森林到柴达木盆地的沙漠，都
有报春花细碎而艳丽的身姿，它们
最早把春天的信息报给人间。

报春花虽然种类繁多，但形态
十分相似，只有植物分类学家通过
详细观察甚至用显微镜才能分清
种。因花小艳丽，河湟人把它们统称
为“晶晶花”，是高原大地上形态最
小却最艳丽的野草花，它们以自己
矮小的身躯适应高原干旱气候和瘠
薄土壤的环境，给高原人最早带来
春的气息。在高原的春末夏初爬上
河湟谷地的每一个山坡或走进青南
大草原、祁连山地和柴达木盆地,就
可随处见到蓝的、紫的、粉的、白的、
淡青色、米黄色和玫瑰红的簇簇花
朵,散布在青翠的草地、灌丛间，叶
簇生于基部紧贴地面呈莲座状，茎
短小而又坚柔，为适应高原恶劣的
环境，它们的周身密布细小的绒毛。
花葶从叶丛中抽出，在花葶上形成
美丽的伞形花序。它们的花朵大多
色彩艳丽，花冠呈漏斗形或高脚碟
状。细瞧,那花管像钟而口儿却是朝
上的,花冠分成五裂。有些种类的花
看起来很像一个个漂亮的小喇叭
筒。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可风愈
狂，它身愈挺；雨愈打，它叶愈翠；太

阳愈曝晒，它的颜色愈艳丽，开得愈
灿烂。天天在晶晶花儿身边走过的
农人和牧民，被这小花的顽强意志
深深感动，有的人坐在花团身边细
心观察，一心想探究它顽强的生命
力来自哪里，经研究发现报春花地
上植株高不足10厘米，枝蔓细小而
矮，一丛丛地几乎贴着地皮，一团团
地拥抱着土地，根却扎得很深，是体
高的好几倍，有些种类的根木质化，
它们凭借深长而坚挺的根在土壤里
汲取水分和养分，这是小花适应环
境的结果。

在青海高原分布的几十种报春
花植物中，每个种都有自己的个性，
都有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大部分
报春花都适应干旱寒冷的环境，总
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群体密集开放，
在环境条件越严酷的地方越密集。
在高寒严酷的可可西里，分布着垫
状点地梅、杂多点地梅、唐古拉点地
梅、雅江点地梅、高原点地梅和柔小
粉报春等，它们都开着粉红或白色
的小花，都有粗而长的主根深深扎
入土壤，地上的茎秆高只有2到3厘
米，每株的茎多次叉状分枝，每支花
都形成半球形的坚实垫状体，每丛
花由多数根部发出的短枝紧密排列

而成，形成半球形垫状密丛，无数个
花丛紧抱在一起，形成数平方米大
的垫状体，以集体的力量抗击严酷
的环境。枝叶刚露出地面时就孕育
出比针尖稍大的花蕾，小花朵紧挨
着地皮盛开。

每当夏天来临，可可西里的空
气中依然透着几分寒气，一些阴坡
沟谷还残存着零星积雪。绝大多数
草木仍在沉睡，唯有报春花从黑褐
色的土地里悄然冒出，宣告春天的
到来。融化的冰川雪水从山根慢慢
浸出，流淌在草原上，滋润着这些弱
小的生命。远远望去，好似一片朦胧
的粉红色云雾铺泻在大地上。

以小苞报春为代表的报春花，
最喜欢生长在石质山地，粉白的花
朵时常盛开在窄窄的岩缝中，它们
依靠岩缝中积累的微博而瘠薄的土
壤和石面积累的雨水，就能生根发
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给生命增
添一抹神圣，那不屈的精神和顽强
的美丽，令人感动。

在环境条件较好的河湟谷地，
喜欢生长在小溪旁、河滩湿地的钟
花报春叶丛能长到30厘米，花葶粗
壮，高达90厘米，黄色的花冠长达2
厘米多。喜欢独自生长在沼泽草甸、

湿地山坡的紫罗兰报春，花葶高达
20厘米，每支花葶上伞形分布着数
十朵蓝紫色的钟状花。

报春花的家族很大，因家族成
员生活的环境大部都比较严酷，所
以家族里没有高大的乔木，也没有
灌木，只是些一年或多年生的草本。
它们用羸弱的身躯、细碎的花朵在
艰苦的环境中繁衍着自己的家族，
装点大地。

翻开古代浩瀚的诗词中关于咏
报春花的，直接咏颂报春花的寥寥
无几，大多数文人墨客赞颂的是梅
花或柳树，只有宋代诗人杨万里有
首《嘲报春花》：“嫩黄老碧已多时，
騃紫痴红略万枝。始有报春三两朵，
春深犹自不曾知。”诗人嘲笑在柳枝
发芽，老竹泛绿，满世界姹紫嫣红都
已经多时了，可是报春花才开出两
三朵，竟然不知道早已经春深时分。
杨万里嘲笑徒有虚名的报春花不知
是否是我们今天的植物志里的。不
论古人今人，看到报春花三个字，就
会感觉到一种新的开始、新的起点
的希望与鼓励 。

报春花碎小的枝叶和花朵在高
原人民的心中占有很高的位置，在
许多花草不能生长的环境里，唯有
报春花孤傲绽放，它作为报春花科
的主要种群与杜鹃花、龙胆花和绿
绒蒿共同组成高原四大野生花卉。
报春花不但花型细小柔美，还全草
入药，能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主治
扁桃体炎、咽喉炎、口腔炎、急性结
膜炎、跌打损伤。

春去春回，四季轮转，新春又
到了，黄南的春天虽然姗姗来迟,
但张扬不羁的繁华在立春后不久
便迫不及待地跃入眼中,阳光、微
风、色彩、花香无不在昭告着春天
的到来。

黄南的春天在花儿散发的阵
阵清香里，洁白的李花、梨花、白刺
花开遍了山野、村庄、幽径，争奇斗
艳，把高天阔地间的一座座山峦装
点得绚丽无比，一层层一簇簇的，
漫无边际。黄南的春天在隆务河叮
叮咚咚的舞曲中融化，浪花涌个不
停，波光粼粼的河水滋润着希望的
土地。黄南的春天在田野里、大地
间，历经风雪磨砺的树枝，一改僵
硬呆板的冬姿，仪态轻柔娇嫩，胀
满着青春的气息！遍野的小草像是
听到了冲锋的集结号，争先恐后地
钻出来，为春天平添生机！黄南的
初春更多展现在笑逐颜开的脸上，
人们扶老携幼走进自然放飞身心，
精神抖擞着，筋骨舒活着。

黄南的春天写满诗情画意，也
写满了故事和乡愁！我从十几年前
第一次在隆务河畔与金黄果梨花
有了一场美丽邂逅之后，每年在春
天都会约上三五好友与黄南来一
场“隆务河畔金黄果梨花依旧笑春
风”的聚会，感受这最美的春天。如
今隆务河畔赏花已成为黄南乡村
旅游的重要内容，也使我们对黄南

“把牧区建得更像牧区”的乡村旅
游品位也有了新的领悟。

清晨你可以漫步于尖扎，游览
德吉村，走进黄河村……扑入眼帘
的少不了蝴蝶和蜜蜂。它们虽然比
争奇斗艳的油菜花少，但忙碌地穿
梭，却总能抢夺你的目光，不时让
人一声惊叹。心情不急不躁，脚步
不紧不慢，来到千亩金黄果梨花
里，烂漫的景象让你怎么也能生发
出一些诗情来。置身梨花的海洋，
我不敢去做深呼吸，担心过重的呼
吸会惊扰了金黄果梨花的春梦。梨
花树下自有人家，是朴实地道的藏

家村民，端茶、倒水、寒暄。一张桌
子，聊起家常农事，游人一拨接着
一拨。

中午，你可以在美丽的梨花海
里随意选一家隆务河畔“藏家乐”
品尝藏家小菜、风干牛肉、黄焖土
鸡、羊肠锅、野生菜、油炸狗浇尿等
特色美食；不一会儿，主人端出青
稞酒，邀你酌上三杯，三五个热菜
凉盘，让你品味藏地野趣、纯朴乡
风。小院久违的台阶会让你忍不住
追忆，仿佛令你回到了童年。摸摸
那秋千或石碾，会让你想起儿时坐
在石凳上仰望星空数北斗的时光。

掌灯时分，可以在黄南欣赏到
藏戏。历代黄南藏戏艺人在长期的
艺术实践中，总结出各种行当及成
套的表演程式，手势指法、身段步
法和人物造型，吸收黄南寺院壁画
人物形态，融入寺院宗教舞蹈、民
间舞蹈及藏族生活素材等，形成藏
戏剧种独有的艺术风格。演出剧目
除八大传统藏戏外，还有《格萨尔
王传》《国王官却帮》等其他藏区没
有的剧目，甚至还有独具特色的即
兴表演。

傍晚的花香扑鼻，一阵一阵，
间或传来的蛙鸣告诉我们这是在
春夏之交的乡间。透过木棂的窗格
眺望田地青稞，鲜花绿草，隆务河
水清波，月光朗照，世外桃源，恍惚
置身仙境，还有什么心思不可放
松？似乎物我两忘与尘世分离，这
里才是你的真正家园。还是坐在金
黄果梨树下，来一次孤独之旅吧！
让梨花的芬芳、清空的月色、满地
的乡愁来陪伴我，度过一个朗月高
照的夜晚。看着窗棂望明月高悬，
听河边蛙鸣，饮陈酿青稞酒，思念
千里乡愁，这里不是故乡胜似
故乡。

黄南的春天，冰雪在春光中悄
然消融，隆务河水淙淙流淌。天空
像被清洗过一样，湛蓝得令人心
怡，云彩一朵一朵地点缀在碧
空上。

黄南的春天，是希望奔腾的季
节。雪多牦牛、河曲马、欧拉羊等饱
含着黄南人民的深情厚谊向着北
国的土地航行，一路载歌载舞，踩
踏出春天的韵律，传递着春的喜
讯。出行的人们背负行囊，迈开希
望之旅，走向春意盎然的南北东
西，播种自己心底的希望。

黄南的春天，是值得品味的季
节。驻足麦秀山巅，面对着它的干
练与沉静，在春风的吹拂下，在春
水的浇灌下，它是那样的自信和优
雅。它深知春天的深情与博爱，郑
重地吐出嫩芽来表达感恩之心，用
绿叶、花朵和秋实默然回报春的爱
抚。那万千小草已将被冬冰封的山
川染绿，那一行行一块块麦田谱写
的绿意使人心醉！

黄南的春天，是求实者、勤奋
者的季节。她青睐的是脚踏实地的
行动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体
味到春泥的亲切、春风的和煦、春
意的韵味、春景的盎然、春天的深
情！也只有这样的人，方可理解春
天、敬畏春天、珍爱春天、书写春
天、挥汗于春天！

喜欢一个地方，有时像喜欢一
个人。天生丽质的外表总是不如岁
月磨砺的气质，一见钟情的热度也
不及天长日久的温度。有时也像爱
上一本好书一样手不释卷，走到哪
里都会放在行囊中，即使再忙也会
见缝插针地看几段。幸运的是，它
又是一本活书，按照你喜欢的样子
生长着、描画着，生生不息而又气
象万千，让人总爱游观、总有欣喜、
总想探究。黄南就是这样一个令人
流连忘返、难舍难分、魂牵梦萦的
地方！

春天，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
风十里不如你，我爱的黄南——

“梦想成真的地方”！

父亲去世的
很早，家中只有
母亲、弟弟和我。
母亲个儿很高，
长长的连衣裙和
她很配，一身披
肩发，恰到好处。
母亲性格很内
向，话也极少，我
们很像，透过人
群一眼看去，总
觉得有心事，其
实只是怯懦地不
愿说话而已。当
然，这是父亲在
世以前我对母亲

朦胧的记忆。父亲去世时，我12岁，
弟弟只有10岁。生活似乎对眼前这
个女人，并不是很友好，这样的打
击是撕心裂肺的。无奈，女人很坚
强，抹干眼泪，破茧成蝶了。

母亲是个自来熟，见了谁都能
搭上话，来家里不到一个星期，出
门就有人打招呼，邻里邻居自然不
必说。清洁工阿姨、门卫大爷、三岁
小孩她都认识，母亲让我突然意识
到，我竟然活得那样陌生。

一次，搭好友的顺车回黄南，
一路上都是母亲在说话。好友的爱
人和母亲是同乡，于是两人聊着熟
悉又陌生的话题，一路聊来，畅通
无阻。母亲的笑声很爽朗，常常笑
到不能自己，双手抱着肚子，眼角
儿都挤出了眼泪，弄得在场的大家
都很失控。表哥总说：“尕娘的笑会
传染，看着尕娘，感觉没什么烦
恼。”女儿最爱模仿奶奶的笑，从动
作到神态，学得惟妙惟肖。女儿还
不足月时，奶奶就整日抱着女儿又
唱又跳。还时常来到窗檐下，对着
女儿喋喋不休地说着窗外发生的
一切，用奶奶自己的话形容：“走，
跟奶儿去看是非”。

女儿今年三岁了，身上总是有
奶奶的样子，爱唱歌爱跳舞，说话
大大咧咧，总爱管闲事，是个人来
疯。母亲和女儿在一起时，我总看
不出她们在年龄上的差距，她们虽
是祖孙，但看起来更像是朋友。祖
孙俩时而抱在一起发出阵阵狂笑，
时而哭哭戚戚。奶奶满脸抓痕，女
儿满眼泪水。从日出到日落，我有

打不完的官司，最后决定装聋作
哑，因为谁都不好惹。

母亲不愿女儿叫她“姥姥”或
是“外婆”，只要女儿叫她“奶奶”，
为了区分，为难女儿想出了“尖扎
奶奶”这样亲切的称呼。我和母亲
性格迥然不同，母亲热情开朗、不
拘小节，我却显得成熟内敛。而立
之年，却有不惑之心。我也时常陪
女儿一同玩耍，但总也没有母亲那
样亲近，女儿明显是偏爱奶奶的，
虽然祖孙俩时有矛盾发生，但奶奶
的地位却是不可撼动的。

母亲爱笑，为人和善，但脾气
还是有的，较真也是很难治愈的。
所以家里人，也是很怕我母亲的，
都知道“尕娘”不好惹。记得有一次
过年，母亲和六舅发生了矛盾，也
不知道为了什么，母亲坐到炕沿
边，拿出了女人们常爱用的看家本
事“哭”，母亲边哭边诉说，俨然像
是受了委屈的孩子。这就难了一旁
的六舅，六舅默默起身出去了，大
家都只当六舅负气走了。半个时辰
有余，六舅肩上扛着一只羊，扑腾
跪在了母亲面前，大家眼里噙着泪
水笑出了声。打心眼儿里佩服六舅
这个文化人。母亲家里兄妹九个，
七个儿子两个女儿，母亲排行老
七，自然娇惯任性些。

逝去的年头儿，终是我们成长
的代价。近些日子里，我总在想着
自己，想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
事，想着近些年自己的变化。20出
头时，文静、孤冷可以概括自己，不
爱说话，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或
哭或笑，都由着自己来。结了婚生
下女儿后，我莫名发觉自己变了，
性子活泼了许多，一喜一悲都显得
从容许多。这样的变化，亦可说成

“为母则强”。
做了母亲，纵然要活出自己，

毕竟如何亲近的两个人，终究是彼
此独立的个体。但是，做了母亲，从
此便有了牵挂，真切体会着身不由
己。父亲去世时，母亲也不过三十
几岁，纵是晴天霹雳，但也要独自
面对，现实就在跟前，没法儿让她
喘气。母亲好似狗尾巴草儿，生活
给予母亲重击，她却依旧向阳生
活。而我，骨子里那份坚毅和倔强
或是随了母亲。

高原报春花
董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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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的春天
史正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