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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 昱
本报通讯员 付媛媛

出济南城西南行百二十里便是中国著名的
玫瑰之乡——— 平阴。平阴之名始见于《左
传》，因地处古东原之阴而得名。

这片古老的土地，土肥地沃，气候温和，
哺育了几千年灿烂的平阴文化。其中，玫瑰就
是平阴文化中一支璀璨夺目的奇葩。花因地而
名，地因花而荣。平阴玫瑰花大色艳、芳香浓
郁、瓣多瓣厚、品质优异，被誉为“中国传统
玫瑰的代表”。花开花落，秋季的玫瑰花，又
开始蓄积来年的美丽……

“花开玫瑰夸新酿，
偶对春风醉一瓢”

考究玫瑰名字的由来，《说文》载：“玫，石之
美者。瑰，珠圆好者。”这“玫”是玉石中最美的，

“瑰”是珠宝中最美的。司马相如《子虚赋》：“其石
则赤玉玫瑰。”亦谓珍珠。史游《急就篇》：“璧碧珠
玑玫瑰瓮。”颜师古注：“玫瑰，美玉名也，或曰，珠
之尤精者曰玫瑰。”可见玫瑰最初并非花名，也许
是当人们见到这种花时，认为太美了，便给这花
取名“玫瑰”。

玫瑰属蔷薇科落叶灌木，原产中国中部至
北部低山丛林中，朝鲜、日本也有分布。有报
道称，在抚顺地区发现的蔷薇叶片化石，距今
约6000万年，其化石标本与玫瑰（Rosa rugosa
Thunb）相似；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对蔷薇
叶片化石考证，3000万年前，在地球的北半
球，蔷薇植物曾经有过繁荣生长的时期。在山
东省临朐县古地层中发现的玫瑰化石距今已有
1200万年。

有关“玫瑰”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六
世纪吴均著《西京杂记》，称“乐游园中有自
生玫瑰”，说明西汉以前在今陕西西安附近已
有玫瑰；唐代诗人徐夤有诗写道：“芳菲移自
越王台，最似蔷薇好并栽，浓艳尽怜胜彩绘，
嘉名谁赠作玫瑰。春成锦秀风吹折，天染琼瑶

日照开。为报朱衣早邀客，莫叫零落委苍
苔。”此时玫瑰已在浙江一带广为栽培。

平阴玫瑰始于何时，说法不一。据民间相
传，早在唐代就有僧人慈净在翠屏山下栽植玫
瑰。平阴从明代开始修志，境内现存最早的旧
志版本为清顺治甲午（公元1654年）《平阴县志》，
其物产志中已有“玫瑰”的记载，距今360余年。不
过仅仅有“玫瑰”两字，且混杂在物产篇花之属
里，没有区别于其他花类的一点记述。

在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出版的
《平阴县志续刻》，第一次收录了关于玫瑰的
诗：“未解黄封红友招，胸中块垒不须浇。花
开玫瑰夸新酿，偶对春风醉一瓢。”这首诗第
一次将玫瑰和酒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时代编纂的《重修
东阿县志》（清道光九年本）中，也有对玫瑰
的记载：“玫瑰，花如月季而大，色紫香美可
食。”12个字便将玫瑰花的形、色、味、用等
诸要素勾勒出来。这部县志是明代于慎行、孟
一脉等著《东阿县志》（公元1582年成书）的
续修，序中说“旧者因之、新者增之、遗者补
之”，倘为“旧者”，玫瑰在东阿镇、洪范池
镇一带的栽植历史至少也有四五百年了。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出版的
《平阴县乡土志》，全志不到一万字，是历代
平阴县志里字数最少的一部。但该志对玫瑰的
记述颇多，且第一次将玫瑰与特产、商品联系
了起来，可见玫瑰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一次较快
发展。在该志《物产篇》中载“玫瑰为特产，
获利稍厚”；《商务篇》输出品“玫瑰”目下
有“每年津商至本地购买，约值银五千两”的
记载。

“隙地生来千万枝，恰如红豆寄相思；玫
瑰花放香如海，正是家家酒熟时。”这首关于
玫瑰的竹枝词，时常为平阴人所引用。其实这
首诗出自 1 9 3 4年开始编纂的《续修平阴县
志》。在《续修平阴县志》中，不仅有竹枝
词，还记述“南山一带，玫瑰花近年滋植甚
繁，花时采之，造酒作酱，人多欢迎，若能提
倡远出，诚一利源”。

“有香有色谁比拟，
应推玫瑰作花王”

今年，平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地方史志
研究中心）在开展地方史料挖掘整理过程中，
新发现了两处关于平阴玫瑰的文字记载。

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养蜂杂志》第三卷
第七期中载：“平阴种植玫瑰花甚多，当五月
玫瑰花盛开时，一望无边，每群蜂每日采集量
约在六七斤之谱。至五月下旬，柿树开花，十
余村面积，约有一万余株。枣花亦甚多，蜜源
甚为丰富。”这段文字，描绘了当年玫瑰花开
时“一望无边”的盛景，记载了玫瑰蜜等生产
的历史。

1937年春天，一位到平阴旅行的外地人也
写文章描述玫瑰，再次验证了那时平阴玫瑰的
发展之盛。文章载：“玫瑰为平阴盛产之区，
销行津沪及外洋各地，出产最佳者，即胡家庄
和南北石硖数村，不仅花朵硕大，气味浓厚而
持久，故每年于小满节前后，中外客商咸来收
集，藉以制造茶酒、糕点、香水、原料等。据
悉胡家庄一处每日可采集五六千斤，当年百斤
售价五元上下，本年因某种原因故仅售一元
余。现值玫瑰盛开，群群女孩子手提竹篮，面
带笑容，在那道旁田边，飞舞小手，一面采那
紫红鲜艳的花儿，一面唱着……”

平阴县春季干燥多风，夏季高温多雨，秋
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雪。平阴玫瑰适应性
强，耐寒、抗旱、耐瘠薄，不论沟谷堰边，还
是山岭薄地都能生长，既是山区水土保持的优
良品种，又是珍贵的中药材和芳香工业的重要
原料。

如果从唐代算起，平阴玫瑰已有上千年的
种植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平阴玫瑰曾因战
争创伤而面积锐减，也曾因价格起伏而时涨时
落。

从明代开始，平阴人已经将玫瑰花用于酿
制玫瑰酒、搓制玫瑰酱和制作玫瑰风味糕点。

清末平阴城内“积盛和”商号酿制的玫瑰酒以
味美香甜闻名。1920年开设的永福楼酒馆，用
玫瑰做馅制作的平阴传统名吃——— 梨丸子，色
泽鲜艳、造型美观、香脆可口，生意兴隆一
时。

明清时期，玫瑰已遍植于平阴县翠屏山周
围及玉带河流域，清末种植面积达1300亩左
右。1918年因遭受严重雹灾、旱灾，成片枯
死。到1937年面积逐步恢复，年产鲜花10万公
斤。之后由于战乱频繁，花无销路，玫瑰栽植
受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扶
持玫瑰生产。从1950年起，政府开始部分收购
玫瑰花，并不断提高收购价格。1957年始把玫
瑰花列入国家统购物资。这些举措，大大提高
了玫瑰种植的量与质。

上世纪50年代末，当代画家王小古观赏平
阴玫瑰后，曾赋诗《咏玫瑰》：“初夏平阴浴
朝阳，玫瑰花开天地香。兰惠芳芬不富丽，牡
丹富丽不芬芳。过于艳丽反无色，不尚浮华浅
淡妆。有香有色谁比拟，应推玫瑰作花王。”
给了平阴玫瑰恰如其分的评价。

1979年，王小古在题《牡丹（红玫瑰）》
中有“记在平阴见，花开半带羞。谁人当月
老，嫁到赵家楼”的诗句，平阴玫瑰在这位画
家脑海中的烙印可见一斑。

另外一位画家娄师白在观赏玫瑰后创作了
《玫瑰——— 游齐鲁为平阴玫瑰写照》，并在画
作上题曰：“玫瑰迎风香自流，无妨黍麦种田
畴；此花亦为收成好，固堰生根尽垄头。”诗
画相得益彰，尽显玫瑰艳丽而不娇贵的性格，
尽现时代风貌和欢愉情怀。

平阴获“中国玫瑰
之都”荣誉称号

上世纪50年代末，保加利亚科学院芳香植
物学家瓦·明·斯达依柯夫教授，先后两次到平
阴考察玫瑰生产，这也是平阴玫瑰生产历史上

的一件大事。是什么使这位来自“香料王
国”——— 保加利亚的专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来到平阴？

据档案记载，斯达依柯夫教授1960年10月
第二次到平阴指导芳香植物栽培工作，考察野
玫瑰区并指导选种、栽培技术和防治病虫害工
作。这次在平阴的日程为：10月10日上午，专
家乘汽车从济南直接赴玫瑰公社指导玫瑰快速
繁殖和栽培技术，下午听取玫瑰花研究所关于
玫瑰公社和玫瑰花研究所一年来玫瑰花的生产
发展、科学研究、加工利用以及今后的发展计
划，并就玫瑰花繁殖、栽培、加工利用等技术
性问题开展研讨。11日上午再赴玫瑰公社和玫
瑰花研究所进行现场考察和技术指导，下午举
行技术座谈会。12日晨乘汽车返回济南。

在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为芳香植物学家，
斯达依柯夫教授首先为平阴玫瑰鸣起了不平。
他认为，平阴玫瑰栽培历史悠久，这说明平阴
有条件发展玫瑰。但在平阴几百年栽培历史
上，玫瑰像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在田边、地头生
长，这样作为栽培作物是不平等的，在农业生
产上，应该有它的位置，要想产量提高，必须
要像其他作物一样管理。他建议，要开展国内
外品种引进，进行对比实验观察，以找到更好
的品种与平阴玫瑰同时进行生产栽培。

在离开平阴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座谈会上，
斯达依柯夫教授对平阴玫瑰生产提出了很多建
议。他说：“我在中国跑到的地方，以平阴发
展芳香植物最有前途。平阴的条件比保加利亚
优越，过几年面积扩大了加工问题应该考虑
到，不管谁去管，都应建个厂子，看到县里已
经注意这一问题。试验田应扩大些，没试验区
不行。另一方面是应该有一个化验室，哪怕是
最原始的。培养干部也是重要的问题。到中国
很多地方都是技术干部少，想很好很快地发展
农业，没干部是不行的。”

同时，斯达依柯夫还提到了玫瑰生产之外
的几个问题：一是平阴还可以大量种葡萄，主
要可以考虑两种：一种是含糖多的食用种，再
一个是做酒用的酿造种。平阴山区很多，应很
好发展。也应扩大一些其他水果栽培面积，公
路两旁种水果，不应占耕田，号召群众家里都
种葡萄。二是山上植树问题。绿化在中国已开
始了，应考虑树种选择问题，山上种柏树生长
非常慢，用材要等到10年至15年以后，种洋槐
长得快，经济价值高。三是小麦种植问题。他
讲道，我虽不是研究小麦的，但也懂一些。你
们种的小麦太稀了，行距15厘米，大行20厘米
至25厘米，这是个浪费，最多10厘米至12厘
米，太宽不需要，这样有30%的产量白丢了，根
据科学研究，认为6厘米至7厘米的行距最好。

外国专家的建议，推动着平阴玫瑰的发
展。1959年，平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玫瑰花专
业研究机构。据1960年3月调查，平阴县玫瑰花
面积恢复到1175 . 5亩。改革开放后，各级号召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开始将玫瑰花从沟头、堰边
引向大田种植，到1980年全县玫瑰花面积发展
到6855亩。

上世纪80年代，平阴玫瑰被誉为“中国传
统玫瑰的代表”，走向全国。1984年，玫瑰花
被确定为平阴县“县花”。2000年6月，玫瑰镇
被国家林业局、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玫
瑰之乡”。2003年8月，平阴玫瑰成为全国首个
通过原产地域保护的花类农产品。2010年3月，
卫生部公告核准玫瑰花（重瓣红玫瑰）作为普
通食品生产经营。2018年，平阴玫瑰入选全省
“三朵金花”，位列全市十大特色产业之首，
平阴县入选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
区、全国玫瑰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同
年，首届中国玫瑰产品博览会在平阴成功举
办，并被批准为永久举办地。2019年，中国林
产工业协会授予平阴县“中国玫瑰之都”荣誉
称号。平阴玫瑰种植面积达到6万亩，玫瑰生产
加工企业达30多家，产品有六大系列100多个品
种。

玫瑰，业已成为平阴的一项主导产业，成
为平阴一张亮丽的名片，成为平阴人民的骄
傲。

■ 齐民要术

平阴玫瑰不仅花朵硕大，且气味浓厚而持久，故每年于小满节前后，中外客商咸来收集，藉以制造茶酒、糕点、香水等等。值玫瑰盛开，

群群女孩子手提竹篮，面带笑容，在那道旁田边，飞舞小手，一面采那紫红鲜艳的花儿，一面唱着……

平阴玫瑰：“恰如红豆寄相思”

□ 杨义堂

在济宁南四湖最北部的南阳湖中，有许多
小岛，像大大小小的绿色珍珠，被不经意地撒
在青色的大箩里。其中西北侧有一座最大的
岛，叫南阳岛，正好处于大运河穿过微山湖的
航线上。在微山湖里，大运河的老河道已经被
岁月沉入了六七米深的湖底，变成了一个个村
镇陷落的历史传说，只有来到南阳岛这座湖中
岛上，大运河才爬上岸来，大摇大摆地从岛上
走过去，留下了许多码头、老街、店铺、客
栈、庙宇，形成了一座永不沉没的运河重镇。

南阳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边距离济宁
四十公里，南到微山县城所在的夏镇也是四十
公里，都是一天的水路，南来北往的漕船，必
须在这里停船靠岸，打尖住宿。台儿庄崛起之
前，这里和夏镇、扬州、镇江一道，被南北客
商誉为大运河上的四大名镇。

南阳岛东西长度约3500米，南北宽度只有
200米到500米。她就像一把横放在绿色案几上
的琵琶，任凭日月时光的打磨和风雨雷电的弹
拨，演奏出一曲曲河、湖、岛、古镇相依相生
的协奏曲。

状元胡同
南阳古镇的中心，一条老街贯穿南北。走

进窄窄的街巷，光滑的石板路，恍惚有种穿越

历史的错觉。街两旁的房舍大多为青砖瓦、木
结构的古建筑，挤挤挨挨，上面的屋檐似乎要搭
在一起了，真是“晴天不见日，雨天不漏雨”。

老街中间有一处清代的胡记钱庄，这是一
座完整的四合院。钱庄的老板姓胡，是武举人
出身，起初在运河上押镖，功夫好，人实在，
镇上的富商都愿意把钱存到胡家的镖局。钱多
了，胡举人就开起了钱庄，兴盛时曾有三十余
家分号，被称为“运河第一钱庄”。大厅内最
显眼的不是厚厚的账簿、满箱的元宝，而是些
举目可见的字帖匾额——— “人无信不立，天有
日方明”“职业有高下，童叟皆无欺”“高怀
见物理，和气得天真”，从中可以看出钱庄主
人的创业感悟和经营思想。

折进一条窄窄的小胡同，称作状元胡同，
传说乾隆南巡来到南阳，泊船于马家门口。15
岁中秀才的马西华也跟着来陪侍乾隆。乾隆看
到一家茅屋上趴着只花猫，风吹猫身却一动不
动；可巧河边一狐，正趴在水边喝水，狐狸的
胡须都沾满了水，随口吟道：“猫趴茅屋，风
吹毛动猫不动。”

少年也看到了这一幕，立即对答：“狐喝
湖水，浪打湖湿狐不湿。”

皇帝大为惊讶，想不到这依河傍湖的小镇
竟有如此神童，随口赞道：“南阳人杰地灵，
马西华真乃状元之才！”

但马西华才高气傲，并没有当面谢恩。后
来，马西华十八岁时进京科考，自以为考取头

名蛮有把握，所以没有贿赂主考官。主考官是大
清三朝元老隆科多，收了江西一个马姓考生的金
元宝，便把马西华的考卷换上江西马某的名字。
马西华名落孙山后愤愤不平，遂作了一篇《钱
赋》，抨击社会时弊，在民间传播很广，今天读来，
仍然令人感叹不已。村民们为了纪念马西华，就
把他家所在的胡同称为“状元胡同”。

关公过河
南阳古镇有许多历史故事，既神奇又有

趣，就像夜晚湖边璀璨的星空，亮晶晶地眨着
眼睛。老街上有一座小关帝庙，这里流传着一
个关公过河的故事。运河边上住着一个老船
工，常年靠拉船摆渡为生。有一天半夜，有人
说要到河对岸去，老船工披衣起来，看着这个
人牵着一匹大马，提着一口大刀，觉得有些眼熟，
却想不起来是谁，就拉着他上了船。等过了河，那
人也不给钱，老船工也不要，任凭那人牵着马离
开。那匹马却在船头拉起屎来，老船工觉得晦气，
就把马粪扫到了河里。第二天天明了，发现船头
上有许多碎金屑，就小心地刮起来，竟有好几两。
思来想去，只能是昨晚马拉的粪便，牵马的大汉
就是关帝庙里的武财神关公。后来，他天天盼关
公再来过河，却再也没有遇见过。

岛上渔民的居住分为两种，陆居的房屋和
其他地方的差不多，在船上居住的以前都是窝
棚船，可容纳一家老小的生产和生活，所以也

叫连家船。渔民“春捕鱼牧鸭，夏打草下箔，
秋采莲摘菱，冬砸凌起草”，一年四季忙个不
停，特别是秋末冬初封湖以后猎鸭打雁。“八
月十五雁开门”，渔民要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
祭祀仪式，然后再开始打枪。如果穷的渔民买
不起枪，就带着一根铁棍去，别人打枪，他也跟着
瞄准，回来之后一样分鸭子。这是渔民祖祖辈辈
传下来的风俗，让大家都能不挨饿。现在，为保护
野生动物，早已收起了猎枪，如今的孩子已经体
会不到集体猎鸭打雁时的乐趣了。

四鼻孔大鲤鱼传奇
快到饭点的时候，一家幌

子上写着“乾隆贡饼”的烤饼
店门前已排起了长队。这家胡
记烤饼店已经有二三百年了，
说是受到过乾隆帝的夸奖，还
专门给他家的烧饼店题写了匾
额。两元钱一个的贡饼有两个
巴掌那么大，又香又脆，确实
名不虚传。

此时鲜鱼汤的香味早已经
弥漫了整条长街，南阳岛上的
饭店都做各种时令湖鲜。最奇
特的是四鼻孔大鲤鱼，它红尾
青背，嘴上多出两根短须，酷
像两个鼻孔，它肉质细腻，味

道鲜美，是南阳镇上酒席盛筵的必备大件菜。
传说这种鲤鱼是由一位漂亮姑娘转化的，姑娘
被湖霸逼婚，用剪刀在头上猛刺两个口子，以
自杀逃脱湖霸，当时昏死过去，等她醒来后，
湖霸还是不甘心，继续逼她成亲，无奈最后跳
到湖里淹死了，随后就变成一条大鲤鱼。还有
传说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吃了一顿满汉全
席，乾隆皇帝见此鱼四个鼻孔，甚是诧异，命
地方官岁岁朝贡，于是四鼻孔大鲤鱼成为贡
品，名扬天下，身价倍增。

离开中心街道，通过曲径通幽的小巷，就
到了古运河旁。徜徉古运河沿岸，弯弯的运
河、静默的码头、高低的帆影、高高的拱桥、
长长的廊亭、飘拂的杨柳、摇曳的灯笼，将南
阳古镇这座山东最美乡村、山东省历史文化名
镇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点缀得如梦、如诗、
如画。

南阳岛四周全是水，如今游客到南阳岛
去，要靠坐船才能上岛。泛舟湖上，碧水茫
茫，一望无际。春天芦苇出芽，春风拂绿；夏
天荷花万顷，沁人心脾；秋天大雁纷飞，荻花
瑟瑟；冬天残荷斗雪，满湖铺玉。

美景、美味、老故事，南阳古镇，在运河
旧时光里沉迷。

■ 地名故事

传说，四鼻孔大鲤鱼是一位漂亮姑娘转化的。姑娘被湖霸逼婚，为逃脱湖霸用剪刀在头上猛刺两个口子，跳湖自杀，就就变成一条大鲤鱼。

南阳古镇：在运河旧时光里沉迷

《平阴县乡土志》中关于平阴玫瑰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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