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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文化中，兰花一直是志向高洁的君子的象征。
《诗经》、《楚辞》都提到过兰花，孔子也多次表达出对它的赞美之情。
于是乎后世文人动不动就会引用这些典故，例如苏辙的《种兰》在咏叹“兰生幽谷无人识”的同时，
还不忘提及“眼前常见楚词章”。
其实苏辙未免自作多情，弄错了对象，因为他所看到的兰花，与屈原、孔子所看到的兰花，已经不是
一种植物了。
　　古兰属于菊科，绿叶紫茎，顶端开满红白色管状小花。
但唐代以后，这种小花逐渐被人淡忘，“冒名顶替”的是枝叶细长、花色黄绿的今兰（也就是现在常
见的春兰）。
堪称花卉电上的“狸猫换太子”。
为什么名噪一时的古兰会日渐式微呢？
原来，古兰之所以得宠，是因为它曾经是最重要的芳香植物，孔子尊为“王者香”，但汉唐以来，进
口香料从西域、南海大量涌入，浓香型的迷迭香、安息香之类打败了淡雅型的古兰、董草。
　　失宠的古兰从此退出了大众的视野和妇女的闺房，进口香料全面取代了本土香花。
在宋代，妇女佩带装着进口香料的香囊已是一种惹眼的时尚，正如今天的时髦小姐追逐夏奈尔和CD
香水一样。
　　从另一个角度看，从香花到香料再到香水，正是人类远离植物的过程。
我们只能从香水瓶的标识上看出这是玫瑰香型，那是水蜜桃香型或柠檬香型，再也看不到鲜活的枝叶
和花瓣。
植物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越来越抽象化和工业化，繁茂的植物形象一天天地萎缩了。
我们使用的牙膏和洗发水里据说舍有草本，但挤出来的却是一堆黏糊糊的化学物质；传统的中药呈现
的全是植物的精华，如今也被一粒粒小药丸所代替。
我们的生活自然是提纯了、精细了、便捷了，但那些每天往身上喷洒香水的现代女性，如何能体会诗
经时代的少女用柔若白荑的手采撷古兰时的欢愉？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树是为人遮阴的，花是愉悦眼睛的，没有多少人会想到用另一种更体贴的方式去
亲近它们，比如问一问姓名，耐心地去观察观察。
孔子当年“多识乌兽草木之名”的谆谆教诲，早就被读书人抛诸脑后了。
现代人植物学知识的匮乏实在触目惊心。
当你在外地或异域旅行时，每逢有陌生、奇特的植物过眼，除非是瞎猫碰见死老鼠，刚巧碰到一位植
物学家，否则你就休想知道芳名。
年轻的导游熟知野史、购物信息和黄色笑话，可就是叫不出当地植物的姓名——所有的植物都是无名
氏，都是“那谁谁谁”。
　　好在人毕竟是一种懂得反思的动物。
人们也在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反思自己的世俗欲望，反思自己为何与植物朋友渐行渐远。
正所谓“物极必反”，一方面人们对于植物的姓名、形貌、性状日渐模糊，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又渴望
回到与植物亲密无间的时代。
如今，“植物化生存”已经成为时尚人士一个响亮的口号。
“植物化生存”与“动物化生存”形成鲜明的对照，即要用一种清净、和谐、内敛的生活，来取代过
分张扬、过分肉欲、过分浮躁的生活：在物质方面，表现为素食主义、原木生活、全棉包装等等；在
情感方面，则要用植物型的交往模式来取代动物型的交往模式——动物彼此身体相互依偎，但心灵之
间却相当隔膜；植物露出地面的部分各自生长，但它们在地下的根却紧紧连在一起。
　　我以为，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如果在此基础上，多增长些植物学知识，恐怕更能增强“植物化
生存”的动力。
多识草木名，方能识得草木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草木皆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草木皆喜>>

内容概要

　　《草木皆喜》分为“季节”、“滋味”、“格调”、“园地”、“艺文”、“沧桑”六个部分，
在这里，你可以亲近植物，了解植物，品味植物。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树是为人遮阴的，花是愉悦眼睛的，没有多少人会想到用另一种更体贴的方式去
亲近它们，比如问一问姓名，耐心地去观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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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幼群，笔名老末、莫契，1969年生人。
祖籍江苏赣榆，出生地安徽铜陵。
在贵池懂事识字，在合肥读书工作。
现任某杂志社编辑，业余从事散文与杂文写作，先后在多家报刊开设专栏。
饭碗和爱好统一为文字匠，常引以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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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识得草木心（代序）一、季节生命的鹅黄绿到不堪说万花灯火无边花草漫思茶无患的记忆槐者怀也文
质杉杉“美人腿”礼赞一首俗俗的歌与魔鬼打交道的草滴水观音从合欢到忍冬紫蝴蝶的信莲因怜生千
千朝颜化遇带刺的思想家像紫藤一样折腾发现四叶草秋叶上滑落的诗行乌桕的魅丽之旅冬季到室外看
鸟巢白皮松的舞步更能消几多风寒二、滋味漫漫茶事咖啡的前世今生樱桃之逗唯人与瓜难知红莓蓝牙
忍者坚果茼蒿与成年礼俏皮豆豆草根之蔬红菜恋竹报苍生厨间絮语为蔬菜立碑腐食者说食花者言三、
格调行道树说花解字微花处处甜蜜的事业一树一格调一草一传奇不养“小可爱”橡树，十万威仪因爱
之名南北菩提花的智慧杂树成花四、园地我的空中花园花园是邻居的美日本园林自然，太自然的一园
绝尘说不尽的“万同之园”五、艺文情定花草行为艺术非常态非常美芬芳的轮回在鲜绿清晨做一颗心
莫奈的邀约印象·草原六、沧桑此生何寄祸起植物迷乱的纹饰香下做鬼殷勤谢纸草病儿与雄狮不死树
佛之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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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命的鹅黄第一个想出“鹅黄”这个词语的诗人，应该是个天才。
鹅黄，那是生命刚刚萌发时的颜色，如小鹅的绒毛那么轻柔，又像天使的翅膀那么骄傲。
“看见鹅黄上柳条”，是南宋诗人姜夔的名句。
当他看见星星点点的嫩芽在柳树枝条上闪烁，便知道一场生命的盛宴已经拉开了序幕。
　　比姜夔稍早的北宋大哲学家程灏，则是真切地看到小鸭刚刚从壳里孵化出来，这个中年汉子竟激
动得难以自持，因为那是一种与鹅黄同样娇嫩的颜色。
从活泼可爱的小鸭身上，他甚至想到了孔子的“仁”。
“仁者，爱人”，意味着你要去珍爱一切大自然中的生灵，尊重生命，敬畏生命。
　　黄色是大自然中最醒目的一种色彩，而生命是地球万物中最醒目的一种形态。
据科学家说，大自然中黄色花的数量极多，因为它们特别能吸引蜜蜂、蝴蝶等昆虫们的眼球。
在依然寒冷的初春，最早开出的花似乎都是黄色的，像腊梅，像迎春。
这些花儿可能知道小昆虫的感官还很幼嫩，必须向它们传递最强烈的信息才行。
有趣的是，当下一个冬天快要来临，晚秋时节盛开的花似乎义都是黄色的，像菊花，像三色堇。
这些花儿可能知道小昆虫的感官和身躯都已疲惫，所以才会给它们以鼓励，温暖它们的视线和心灵。
　　在最炎热的夏天，你看到的丝瓜、冬瓜、西瓜、南瓜，这些瓜果的花无一例外全是黄色的。
与鹅黄相比，那是一种更为沉稳的黄色，但似乎又是一种更为焦急的黄色；那是一种更为饱满的黄色
，但似乎又是一种更为虚心的黄色。
一朵朵黄花下面，是瓜果一颗颗期待的心，它们仿佛在尖着嗓子对蜂蝶们叫喊：“请来我这儿吧，请
来我这儿吧！
”直到结果完毕，瓜果的一颗心才得到了彻底安宁。
有了果实就有了种子，有了种子就有了托付。
它们才不会惧怕秋天，更不会惧怕自己在秋天里枯黄的样子。
它们明白，生命的鹅黄还将降临，它们还将吹响小号般的金黄、麦穗般的金黄，甚至太阳般的金黄。
　　瓜果的心，秋风中的三色堇能懂。
俄罗斯人亲切地把三色堇叫做“伊凡和玛丽亚”，伊凡不是真正的花，它是由很小很小的卷曲的叶子
组成的，只因颜色是紫的，所以就管它叫花；只有生着雌蕊雄蕊的黄色的玛丽亚，才是真正的花。
冬天的脚步近了，伊凡和玛丽亚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冷风中摇荡，相依为命，而当玛丽亚接受了蜂蝶最
后的亲吻后，就先伊凡凋谢了，所以，“大自然的诗人”普里什文要这样问道：“伊凡，你的玛丽亚
又在哪里呢？
”伊凡知道答案，但它已经衰老得说不出话来，而且它很快也将随之离去。
面对这一切，“大自然的诗人”并不特别伤感，因为他了解自然界新陈代谢的规律：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有新的伊凡，遇上新的玛丽亚。
一个嫩紫，一个嫩黄。
　　绿到不堪说星期天的下午，我和两个朋友去爬大蜀山。
也不是正经地爬，而是找了一条“歪门邪道”，上到一片比较开阔的林子里就歇下来。
席地而坐，说说话，听听鸟，看看叶子。
林子里有许多高低错落的杂树，树上的叶子是刚长出来的，嫩嫩的、油油的、亮亮的。
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这种绿，嫩绿、浅绿、粉绿、淡绿、新绿、婴儿绿、豆蔻绿⋯⋯好像都不够好，总
之，是找不到一个最恰当的字眼。
　　什么是最恰当的字眼呢？
“鹅黄”就应该算是，十分形象，毛茸茸的惹人怜爱。
“黛绿”也勉强能算吧，“远山含黛绿”，黛是一种青黑色的颜料，当是比墨绿更深沉的颜色，是姑
娘家的眉毛，一看就叫人怜惜起来。
首先是形似，然后是情似，而情似又是建立在形似的厚实基础上的。
但如此“妙手偶得之”的例子实在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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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鱼鳞可怜紫，鸭毛自然碧”、“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我估摸着，古人也是找不到合适
的字眼，心里面翻滚着那样子的感受，但一直冲到嗓子眼也说不出来，只好虚头八脑地用“可怜”、
“自然”、“断肠”之类来遮掩了。
　　色彩真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来准确形容的东西，汉语在这方面也并小显得特别高明，甚至有可能比
其他语言还要略微逊色些。
几年前我渎一本老外写的装修色彩学方面的书籍，看到了“椴树绿”、“洋葱紫”、“大麦黄”、“
柠檬黄”、“赤陶红”等一大批词汇，觉得这种命名方式比较好，把颜色与某一种具体事物联系在一
起，就比较容易对号入座了。
这样既准确又方便的做法，也透露出一点科学的苗头了。
说到底，它好就好在用大家伙儿都熟悉的日常物件作比，不像“提香红”、“凡·高黄”之类，弄得
艺术气息过于浓郁——这些个世界名画，可不是老百姓都见过的。
而且像我等艺术细胞少的俗人，即使看了大约也记不住。
　　当然，汉语的“科学性”或许稍差一点，但在“情感性”上还是大有富余的。
星期天晚上聚餐时，一位兄长说眼下是“红肥绿瘦”，形容得真是好，与李清照的原话“绿肥红瘦”
合为双璧，引得举座皆欢。
席间问了一下，大家白天也都没闲着，有人去看了油菜花，有人去看了桃花，有人去看了梨花，总之
都出去“花”了一回。
所以，晚上的酒也就成为“花酒”——品花品绿之酒了。
　　所谓“品”，其实多半也就是把那些“感时伤怀”的经典情绪和经典话语再温习一遍。
人年纪一大，年少时读过的诗诗词词在肚子里就不老实了，总想往外拱，怎么按都按不住。
以前“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似乎是有一点愁了，但徒劳地翻滚着，一直冲到嗓子眼也不成调调，
说出来的依然是他人句了。
　　是啊，都形容不好眼前的绿了，还好意思形容更复杂更飘渺的东西吗？
绿到不堪说，红到模糊眼。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草木皆喜>>

编辑推荐

　　《草木皆喜》将以随笔和散文的形式带你走入植物的世界，讲述植物和人的渊源，感受植物带给
我们的清净、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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