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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为万物之灵，兰为植物之秀，中国兰花是名贵的观赏植物，是大自然赐给华夏民族最鲜活、最高雅
的艺术精品。
它花姿秀美高洁，花色明净淡雅，叶态绰约常绿，花香幽远飘逸。
更因其端庄、含蓄、灵秀、凝重的内在美而独领风骚，被誉为花中君子，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孔子遇兰而励志，成为“圣人”，兰花因孔子而誉为“君子”。
    “兰蕙之所以名贵，实因其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古往今来，兰花的仙姿、神韵被视为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情操。
历代文人、雅士以兰养心、以兰养性、以兰颂德、以兰喻人。
他们用语言文字、诗词歌赋、水墨丹青，或书或画，赏兰、赞兰、咏兰，挥毫泼墨，华词丽句，佳作
如林。
孔子称“兰为王者香”，又赞日“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
”。
左丘明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李白颂“兰幽香风远”；郑板桥叹“昨日寻芳出禁关，满街桃李
却无兰”；张学良赞兰“花中真君子，风姿寄高雅”。
真是“诵《幽兰赋》而口齿生香”；宋·赵孟坚之《墨兰卷》，明·文征明之《兰竹卷》，清·郑板
桥五十年兰、石为伴，近代齐白石之兰石，美奂关伦。
这些都是传世珍宝，古今辉映而形成一种特有的兰花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
们的“国粹”。
在当今，大型兰展时有举办，新花名品不断涌现；小小兰花曾漂洋过海为中日帮交，为海峡两岸传递
友情；过去是阳春白雪的兰文化，现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朱德说：“如果兰花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这时的文明就更可观了”。
    本书着重介绍黄庭坚与兰花的情结与文采以及他在兰文化方面的不朽贡献。
期望读者看完这本书后，能得到视觉之享受和情操之升华！
    编著于黄庭坚改里  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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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兰文化是兰花进入人类精神领域的产物，让兰花魅力无穷。
中华兰文化博大精深，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是一座辉煌的文化宝库。
古籍兰著之众，胜于任何花卉。
修水兰家邹盛满先生，极其用心地将黄庭坚艺兰爱兰之作和研究黄庭坚艺兰爱兰的一些文章、书法，
收集整理并加上自己的研读心得，实为弘扬兰文化的善德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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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盛满，编著邹盛满，江西修水人，学未及高等，名不见经传，平生少建树，如今也坦然，七十犹荷
锄，兰馨菊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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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幽兰赋》碑、文今古传奇 赵林 在四川盆地腹地，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哪就是成
渝线上唯一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一资中县。
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资中，自然有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和珍贵的文物。
在这众多的文物中，本文只单表一表现存于资中文庙内的《幽兰赋》碑、文。
讲一讲她的传奇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资中，了解兰文化，从而更好的宣传她。
 从古到今，以《幽兰赋》为题赞颂兰花的文人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有颜师古、杨炯、韩伯庸，
宋代有李纲、高似孙等。
本文所谈的是唐代诗人韩伯庸所著，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所书，现存于资中县文庙内的碑、文《幽兰
赋》。
 北宋皇帝宋神宗十分欣赏唐代诗人韩伯庸写的《幽兰赋》，于是令当朝大书法家黄庭坚全文书写。
黄庭坚何许人？
为让读者了解本《幽兰赋》的珍贵之处，且容笔者多说几句。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
在文学方面，开创了江西诗派，著有《书幽芳亭》他在该文中首次将兰花称为“国香”。
在书法方面，他师从苏轼，而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又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
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瘗鹤铭》。
书法擅长行、草，楷书亦自成一家。
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自成风格。
在宋代影响颇大，曾任《神宗实录》检讨官。
与苏东坡、米芾、蔡襄并称为北宋书法四大家。
黄庭坚信仰佛教，自称“菩提坊里病维摩”常常将禅宗义理融于诗词和书法作品之中，因而他的书法
又被称为“禅书”。
这幅《幽兰赋》明显带有黄体书法特征。
他以颜体为基本架构，辅以《兰亭》笔意，将笔划伸曲延长，在这395字中，有的字体中宫紧缩，笔触
向四维扩张呈幅射状，显得剑拔弩张，无所顾忌，奇奥道炼，放纵横丽。
在整体布局上，大的大、小的小，尤如乱石铺路，错落自然，妙趣天成，突出了其以纵代剑，以欹带
平，以锐兼钝，散而不乱的特点。
宋徽宗评价他：“黄书如饱道足学之士，横钳上下，无不如意”。
因黄庭坚系领旨书写《幽兰赋》，故在未尾处有“奉敕敬书于绩熙殿中”的落款。
简直一幅绝妙的美文配美字、美食配美器的完美组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幅黄庭坚所书韩伯庸的《幽兰赋》是多么的珍贵。
可惜的是到了宋徽宗统治时期，他重用奸臣，劳民伤财，导致农民揭竿而起（著名小说《水浒传》描
写的就是这一时期农民起义的故事）。
靖康二年（1127年）与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并流放他乡，北去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至死不得
回。
这期间，大量宫庭中的珍宝被盗，黄书《幽兰赋》也流入了民间。
 时间到了清代咸丰年间，资中县出了个名人李福州。
此人居住在离城十来里一个小地名叫牛寨溪的地方，他早年家境贫寒，曾帮人放过牛，榨过糖，后来
凭着一手熬糖的好手艺加之为人机敏善变，中年得以发迹。
先开办漏棚（一种简陋的家庭式制作原糖作坊），后又发展到在城内开了个“利民”当铺，最后发展
成了资中有名的“八大当”，即八大首富之一。
发迹后的李福州，为家人修建了一个花园，这就是资中现在都有名的第一个“李家花园”（资中县共
有三个“李家花园”）。
至于花园中是否有名贵兰花，虽未有文字资料可查，但，就是这个李福州，却以中国兰文化结下了不
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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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福州虽然读书不多，却天资聪慧，特别与众不同的是酷爱名人字画。
他不惜重金，八方搜集，得到了许多名家的真迹，其中最为珍贵的就是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受皇命书
写韩伯庸的《幽兰赋》。
他除了将原作妥善保藏之外，还派专人到千里之外的巫山峡去开采巫峡石，用船运回资中，又到成都
聘请高级镌工，将此赋精心镌于巫峡石上。
这组碑刻一共7块，每块高2米、宽1．2米、厚15公分，每个字有15至20公分之大，笔力潇洒清俊，气
势恢宏豪放，放置在他那雅秀的客厅正中，甚为壮观。
 李福州死于光绪末年，享年72岁。
他死后可惜儿孙皆不争气，特别是其孙子李伯庸外号“跳蚤”，为民国时代资中有名的“五毒”之一
，成天游手好闲，其祖父搜集的那些墨宝大多不知去向，幸好《幽兰赋》石碑由于无人看好，又难以
搬动被完好无损的保存了下来。
解放后，在破“四旧”时期，《幽兰赋》石碑被作为“封、资、修”的产物被“扫地出门”。
当地一位农民将其碑石用来垫猪圈，因嫌有字的～面不光滑，故将有字面朝下，幸好有一块作了围栏
用，这才有了被入发现的机遇。
其实很早以前，资中文管部门就找过黄庭坚所书的《幽兰赋》及石碑，经努力终于找到了《幽兰赋》
原件（现该原件保存于资中县文庙内），但《幽兰赋》石碑却杳无踪迹，以为被损坏了。
至到1974年资中县的文物工作者杨祖凯在下乡视察工作时，无意间发现了这一稀世珍宝，经多方反复
作工作，终使这一珍宝重见天日，将其运回资中重龙山，后又移至资中县文庙内保管至今。
1978年，宜宾江北公园得知资中藏有书法家黄庭坚的墨宝，来人联系要求翻拓，经同意后，宜宾派出
美术工作者黄泽煊到资中将这组石碑全部拓了下来，翻刻于流杯池的落星石上，引起巨大轰动，香港
的《大公报》还刊登了“四川宜宾发现黄山谷（黄庭坚字山谷）的珍贵墨宝”的文章，而饱受辗转磨
烂，现收藏在资中的原汁原味的真正珍品，知之者却反而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兰
文化的一大憾事，当然也更是资中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特大憾事！
值得庆幸的是，资中现正在努力建设丘陵地区经济大县，历史文化名城，相信黄庭坚所书的《幽兰赋
》必将受到重视，重放异彩。
如果资中县委、县政府能重视兰花产业这一新项目的挖掘，资中县经济的发展又会多一条财路，资中
县的兰花产业和兰花文化，定能更上一层楼。
同时欢迎广大爱好者前来观赏黄庭坚所书的《幽兰赋》，让名人字画广为流传，留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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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世人知黄庭坚诗、书者众，知黄庭坚艺兰者寡，知黄庭坚兰文化者则更少。
然，黄庭坚却是北宋时期的艺兰高手和兰文化名家。
从前兰花是贵族人家的宠物，兰文化是阳春白雪为士大夫阶层专有。
在世道中兴、小康社会的今天，兰花开始进入千家万户，还不知黄庭坚与兰、蕙之文化，就不能不是
一件憾事！
有鉴于此，作为黄庭坚故里人，又酷爱着兰花，编著一本弘扬黄庭坚兰文化的书就责无旁贷了。
    于是，我花了几年时间，不断地搜罗相关书籍和媒体资料，但是，令我大失所望，黄庭坚涉兰原著
仅仅就只搜到两篇总共才几百字的散文和一通半真半假的《幽兰赋》碑帖，及廖若晨星的一些有“兰
”诗文。
要称为“文化”确实过于单薄，而要编出一本书，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的事。
一开始，我甚至很沮丧。
    所幸的是这些年来我钻在这些故纸堆里，并非总是一头雾水，而是日渐清晰，受益良多。
我终于明白了“黄庭坚一生书写过许多珍贵作品，但在被列为元祜党籍后，接连遭到最高当权者的封
杀、销毁，存世的可谓凤毛麟角。
”众多的兰界贤达对‘黄庭坚兰文化’的真知灼见、精辟论述，使我眼前豁然开朗。
黄庭坚的兰著，劫后余生更弥足珍贵。
我现在敢说：古今典籍涉兰必有黄庭坚！
《国兰》杂志载文：“黄庭坚这个人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重量级人物”；还说《书幽芳亭》“应
该成为爱兰人的必读文章”；许外芳教授说：“黄庭坚的《书幽芳亭》是堪称与《爱莲说》相比肩”
，“同样是兰文化中的核心文学作品。
”黄庭坚晚年所书：唐·韩伯庸《幽兰赋》，被行家誉为“稀世珍品”，“镇馆之宝”。
难怪乎2010年一幅《砥柱铭》竞拍出天价，轰动了华厦！
    周夫子一篇《爱莲说》传诵至今，一块关玉在于它的精美而不是庞大，更何况比起古今兰家，黄庭
坚的兰文化实在是厚重的，他一生莳兰树蕙，艺兰、识兰、咏兰、书兰，以兰为伴，以兰誉德，亦是
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
    在我的心目中，黄庭坚的兰文化是精品、绝品，是一朵奇葩，是华厦瑰宝，是殿堂基石！
    期望这本小册子，能引发国兰界的共鸣！
    本书能付梓发行，得到不少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并题词作序，倍受鼓舞，特别是兰界名家的美文入
编，为本书增添了光彩。
在此一并致以真挚的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疵漏谬误一定不少，诚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编著于修水罗桥兰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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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邹盛满编写的《黄庭坚兰文化》着重介绍黄庭坚与兰花的情结与文采以及他在兰文化方面的不朽贡献
。
期望读者看完这本书后，能得到视觉之享受和情操之升华！
人为万物之灵，兰为植物之秀，中国兰花是名贵的观赏植物，是大自然赐给华夏民族最鲜活、最高雅
的艺术精品。
它花姿秀美高洁，花色明净淡雅，叶态绰约常绿，花香幽远飘逸。
更因其端庄、含蓄、灵秀、凝重的内在美而独领风骚，被誉为花中君子，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孔子遇兰而励志，成为“圣人”，兰花因孔子而誉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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