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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如散金 飘香两千年 国内十大最美油菜花海
油菜花正开，田园尽是春。目前，油菜花竞相怒放，春风拂过，涌起一层层金色的波浪，裹挟着青草和泥土的馨香，春日的气息扑

面而来。4月8日上午，舞阳县莲花镇大赵村举办的首届“油菜花节”暨乡村游活动开幕，一系列富有乡土气息的精彩文艺表演助力这次原
生态田园文旅活动，打造“赏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黄花如散金，飘香两千年。油菜烂漫，诗
书传承。油菜花延续着两千年的文脉，其文化
传承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张翰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因其性格颇似
曹魏时放荡不羁的阮籍，故而素有“江东步
兵”之称。他因思乡去职离官并写下了千古传
诵的《思吴江歌》，菰菜、莼羹、鲈鱼脍因此成
为历代文学作品中歌咏不绝的典故和意象。在
其咏叹时事难为、抱负不展的《杂诗》中第一
次把菜花写入诗歌，其咏菜花为“黄花如散
金”，从此“黄花”“散金”便成为菜花的代名
词，300多年后唐人以此句命题试士，李白更是
在《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一诗中对“黄花
句”给予高度赞誉，云：“张翰黄花句，风流五
百年。”

降至宋代，文人笔下的菜花逐渐脱去了
“散金”“风流”的美誉，褪却粉黛，回归田

园，构成了春日农家一景，诚如南宋诗人范成
大《春日田园杂兴十二绝》（其三）所言：

胡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
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
明清以来的文学史，菜花书写基本延续宋代

田园风格，又增加了“花枝不上美人头”的偏见
基调，嵊县诗人楼镜人《菜花》一诗道出其中缘
由：

散金满野灿如何？寂寞无人载酒过。
输与菊花曾几许，不堪心赏只缘多。
遍地菜花不足惜，注定了她开得灿烂却寂

寞自守，有英雄老去之感慨，江都诗人闵华
《菜花》对此作了最好的解读：

村畦弥望里，一片粲如金。
正色都归野，春光不在林。
绝无人欲采，只有蝶相寻。
对此尤多感，英雄老去心。

纵观明清两代文学，即便有常州文人洪亮
吉“摘得菜花何处用？嫩黄先衬玉搔头”（《题
仕女游春图》），“深红不艳深黄艳，菜甲花开
蝶四飞”（《题元人画幅》）为菜花扬声，然而
菜花在文学作品中的整体基调却再也没有回到
最初始的激荡与昂扬。

偏低的整体基调却未能压抑住菜花怒放所
带来的生命气息，菜花中所蕴含的春光如金、
进取有为的精神从来没有走失，试看晚清兴化
著名词人余焜《如梦令·题菜花画册》：

十里桃花前渡，几树柳枝低护。
满地布黄金，买得春光少住。
休误，休误，又是东风一度。
文学与菜花的对话跨越两千年。当我们回

望兴化菜花史的书写，笔墨点染间皆具品格，
是不可忘却的文化遗产。又逢四月，多了一份
对菜花文脉的深深怀念。 本报综合

1.云南罗平
数不胜数锥状的小山丛，错落有致地排

列在坝子里，这就是著名的“金鸡峰丛”，80
余万亩的油菜花田错落在峰林间，形成了壮
观的油菜花海。

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城西北十公里处
的牛街，还有一处螺丝田，这里的梯田是圈状
的，远远看去像是螺丝上的旋纹。背景里错落
的群山、花田的纹理、点缀其间的树木、近处
的房子，还有更近处眼前的各种花，和谐地组
合在一起，成为一幅经典的油画。

2.江西婺源
在婺源的丘陵上分布着很多村落，均为

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每当春日来临，油菜
花海仿佛给这些村落染上了颜色，雅致的古
村变得活泼起来。走在金黄的油菜花海里，
自己也成了画中的景致。

3.四川潼南
崇龛镇是潼南区的油菜花种植基地，每年

3月，几万亩多个品种的油菜花在此竞相开
放。这里种植油菜花拥有悠久的历史。

从五代宋初著名道教至尊陈抟塑像正面
的前方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整片油菜花海，
包括著名的直径达236米被誉为中国最大的
油菜花太极图案和直径达108米油菜花八卦
图案。

4.贵州兴义
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在

宽阔平坦的岩溶盆地中，孤峰遍布，锥峰林
立。早春时节，万峰林的油菜花就已经开
放。遍地的油菜花叠印在日出、日落、薄雾
之间，美得不似人间。

5.上海奉贤
奉贤区庄行镇的油菜花田是离上海最近

又成气候的油菜花田。若周末有空，可去奉
贤油菜花田寻个惬意。金黄色的油菜花盛
开，间杂着粉嫩的桃花，让人眼前一亮。此
外，榨菜油作坊也给人们一个重回乡村童年
的机会。

6.青海门源
门源县是北方小油菜发源地，是世界最

大的小油菜种植区，种植面积达50万亩。西
起青石嘴、东到玉隆滩、北到与甘肃交界的
冷龙岭、南到大坂山，门源油菜花绵延近百
公里，放眼望去，整个油菜花田犹如金黄色

的大海一眼望不到头。在高原的蓝天白云和
雪山的映衬下，有一种铺天盖地的大西北气
概。从达坂山观景台和百里油菜观景台看花
海，前者看着壮阔，后者看着壮丽，美不胜收。

7.江苏兴化
兴化的油菜花垛田很有特色，水道纵

横，金黄色的花田错落有致。油菜花是长在
水乡垛田上的，所谓垛田是小河的泥土堆积
而成的垛状高田。乘船在垛田之间的河道里
行进，几千亩的油菜花一望无际，蔚为壮观。

8.陕西汉中
全国不乏油菜花海，从南到北，随着季

节变换逐渐地上演美景。汉中洋县的油菜花
也榜上有名，是人们踏青的好去处。驾车沿
着国道行进，就能看到路两边大片大片的油
菜花海了。

9.新疆昭苏
每年6月底到8月初，从昭苏到夏塔，沿

路田野里开满了油菜花和紫苏花，在远处的大
山映衬下，每一眼都是美景。从路边一直美到
了天边。金黄的麦田、灿烂的油菜花、艳丽的
紫苏，加上蓝天、白
云、绿树、山峰，仿
若大自然的调色板。

10.湖北荆门
荆门的油菜种植

历史悠久，沙洋县的
油菜花常年种植面积
稳定在 150 万亩左
右，每年的3月至4
月是荆门油菜花的花
期。来到荆门乡野，
满山都是金黄的油菜
花，加上白墙
黛瓦，多种颜
色和谐搭配，
犹如一幅美丽
的画。每年的
油菜花节，吸
引游客百万人
次以上，享有

“中国油菜看湖
北，湖北油菜
看荆门”的美
誉。 据新华网

油菜花的别名叫芸苔

油菜的有许多的别名，芸苔是较为正式的
名字。古书这样记载：“芸者，油菜也。臺者，
蔬菜中间抽出的嫩芯，能开花。故称之为芸
苔。”

古人之所以将油菜命名为“芸苔”，主要来
自于它花的颜色。油菜花黄是最明显的特征，
芸就是黄色的意思，我们可以从《诗经》里的
《裳裳者华》看出：“裳裳者华，芸其黄矣；我
觏之子，维其有章矣。”汉朝的毛公注解说：
芸，黄盛也。黄盛，就是特别黄的意思。

芸其黄矣可以简化成为一个词，就是“芸
黄”。芸的古音读如“馄”。芸黄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昏黄”。
声转则为《易经》里的“龙战于
野 ， 其 血 玄

黄”，《诗经》里的“我马玄黄”。玄、昏两字，
古音相近。昏意思是时间为黄昏，颜色为昏
黄。《说文解字》解释：“昏，日冥也。日薄西
山时那一种黄色，就是昏黄。”总之，以“芸”
命名，着眼在花色的黄，所谓“芸苔”，其实就
是“黄苔”，芸、黄声近义通。

中国是种植芸苔最早的国家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栽培芸苔时间最为悠久且产
量最多的国家。

在距今8200多年以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
址中，就发现了已经碳化的粮食黍以及芸苔籽
的残骸。在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同样发现了芸
苔籽或白菜籽，距今也有7000年了。

中国是芸苔起源地之一。芸苔的起源地一
般认为有两个，一个是亚洲 （中国、
印度）的芥菜型芸苔和白菜型芸苔的
起源地，一个是欧洲地中海地区甘蓝
型芸苔的起源地。

早在 《诗经·谷风》 里，
就有“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的
诗句，诗中的“葑”，就是指芥菜

或菘菜类的植物，一般认为就是芥菜型芸苔。
芥菜型芸苔是我国土生土长的芸苔品种，称为
油辣菜，叶片和种子都具有浓郁的辛辣味而得
名。白菜型芸苔是由我国西北地区的大白菜及
南方地区的小白菜演化而来，古称芸薹（大白
菜）和菘菜（小白菜）。甘蓝型芸苔的故乡在遥
远的北欧西海岸，这种芸苔植株中等、根系发
达，茎叶表面覆盖着厚厚的蜡粉，无辛辣味。

我们现在去乡间欣赏芸苔花，见到的绝大
部分芸苔是甘蓝型芸苔。为何我们不种植我国
的芸苔品种呢？这是因为我国本土的芥菜型芸
苔虽耐寒耐干旱，但它产量低，籽粒细小，且
种子有辛辣味。白菜型芸苔实际上是普通白菜
的油用变种，我国南方各省以前种植的大多是
此种芸苔，优点是生长快、含油量中等，缺点
也是产量低且抗病性差。从国外引进的甘蓝型
芸苔，根系发达、分枝性强，又耐寒耐湿、抗
病性强，且分枝多、结籽多，种子饱满，含油
量还高。于是甘蓝型芸苔迅速在我国乡野落户
安家，并最终成功占据我国本土芸苔品种。

随着时代的变迁，芸苔从百姓糊口养家的
生计到如今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的产业，给我
们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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