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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是君子

修道立德、立身持正的品格象征。国人爱

兰，历史悠久，兰已成为中国传统精神的文

化符号，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兰花集

香、雅、清、静于一身，如空谷佳人；兰之香，

如君子德行一样高洁清雅、不媚流俗，很符

合雅士文人的追求境界，故而兰花在文人

眼中是优雅的喻志之物。屈原的诗句中有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李白描

写兰的诗句有“幽兰香风远，蕙草流芳根”

等。韩愈歌颂佩兰：“兰之猗猗，扬扬其香。

不采而佩，于兰何伤。”孟郊也有赞美兰的

名句：“殷鉴谅不远，佩兰永芬芳。”郑板桥，

吴昌硕等大家都是画兰高手。我小时候，也

经常看我父亲画兰花。

现代社会，生活富余了，很多人在生活

上追求高雅，也仿照古人养些兰花。尤其是

对文人而言，书画案头摆放一盆兰花，雅致

的气氛马上就营造出来了。但很多人对兰

花并不了解。现在花卉市场上卖的兰花是

不同的两大类：国兰与洋兰。国兰就是中国

古代传统的兰花，兰科植物，生长在南方温

暖湿润的环境中，偏爱深山老林、林下、沟

边、小河旁等水源充足的地方。适合的生存

环境为凉爽、阴湿、半光。主要分为春兰、蕙

兰、建兰、墨兰、寒兰等几大品类。国兰叶片

修长，花香怡人。洋兰也就是热带兰，产于

东南亚和云南热带地区。洋兰花朵数量多，

颜色艳丽，给人一种热情奔放的感觉，但基

本没有香味。

我要写的是国兰。养兰花首先要明白

兰花的历史，古代的兰，与今日花卉市场所

见的兰花并不完全相同，而是菊科泽兰属

植物佩兰（也有学者考证为泽兰）。东汉蔡

邕在《琴操》中记载：“孔子自卫反鲁，隐谷

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兰当为王者

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卫国在河南

北部，鲁国在山东，孔子在河南北部到山东

的途中不可能看到繁茂的野生兰花，因此

他所说的兰应是菊科的佩兰而并非兰科植

物兰花。

汉朝古乐府写道：“兰草自然香，生于

大道旁。要镰八九月，俱在束薪中。”兰草

生长在大道旁，到了八九月收割，和其他

杂草捆成一束，当做柴草。当今的国兰叶

片柔弱细小，不能当作柴草；古时的兰草

只生于山野、幽谷里半遮荫的环境之中，

不可能在完全开放的路边庭前自生，可见

这兰草生长的环境和用途也不是当今的

观赏的兰科植物。

屈原的《九歌》中写道：“秋兰兮青青，

绿叶兮紫茎。”三国陆玑的《毛诗鸟兽草木

鱼虫疏》将兰解释为：“广而长节，节中赤，

高四五尺。”北魏郦道元《水经·资水注》中

说兰是“绿叶紫茎”；隋朝辛德源在《猗兰

操》中说“散条凝露彩，含芳映日华。已知香

若麝，无怨直如麻”。唐代以前，诗赋中的兰

蕙都保留直立草本的特征，不仅有枝条，而

且主茎笔直上长，基本都是佩兰。而当今的

国兰没有地上茎，狭长的叶片直接从地面

伸出，构成人们熟悉的丛生形象，有别于唐

以前的古兰。

佩兰是泽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溪

水旁和路边灌木丛中都有生长，有天然浓

郁的香气，芳香醒脑，是中国古代的传统香

料，古人用以去除不祥，还会食用佩兰制作

的粥食、汤羹、以及药酒，来驱逐体内积存

的毒素。

然而到了宋代或稍早，产于南方的各

种兰花，因为纤长优雅，外形飘逸秀美，比

佩兰更符合“芳香而遗世独立”的形象，便

得到了文人的普遍喜爱，在宋代迅速流行

起来，最终成为当今的“国兰”（兰科兰花），

并占用了“兰草”这个名称。朱熹《咏蕙》中

说“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即是此意。

方回则用“古兰”来称呼菊科的佩兰，《秋日

古兰花十首》诗云：“绿叶梢头紫粟攒，离骚

经里古秋兰。时人误唤孩儿菊，惟有诗翁解

细看。”又云：“雪丝忪细紫团栾，今代无人

识古兰。本草图经川续断，今人误作古兰

看。”又云：“一干一花山谷语，今兰不是古

时兰。”《本草纲目》兰草条专门在正误项

说：“乃近世所谓兰花，非古之兰草也。”并

分别绘图，显示两者的不同。后人将唐代以

前的兰草改称为“佩兰”，取“纫秋兰以为

佩”之意。

古兰和今兰虽然有区分，但那是植物

学上的区别，兰文化的历史传承则是一脉

相承，古今都注重兰的品格象征，历来把它

当作高洁、典雅的象征。

国兰分为春兰、蕙兰、建兰、墨兰、寒兰

等几大类。

春兰花期 11 月-3 月，每年开一次花。

它的香气悠远、味道最好闻。江浙地区的春

兰为佳。蕙兰花期 12 月-4 月，每年开一次

花。古人称一茎九花为“蕙”，花茎直立坚

挺，花期较长。花瓣大，色彩艳丽且花色多，

香味最浓烈。建兰花期 6-10 月，每年开 3-

4 次花。植株比较强健高大，叶片和花朵都

较繁茂，是一种在夏、秋季开花的兰草。墨

兰花期 11 月-3 月，每年开一次花。通常在

春节期间开得最旺盛，也称为报岁兰，在过

年的时候赠送亲友，非常合适。寒兰花期 8

月-11 月，每年开一次花。外形比较纤长优

雅，飘逸秀美，符合大家心中优雅兰草的形

象，是很有魅力的一种兰花。

我简单介绍一下养兰花的术语：

1. 出架。指兰花的花箭高于兰花的叶

片。出架的兰花比不出架的更有观赏性。

2.瓣形。指兰花花朵形状。主要分为六

种：①荷瓣：瓣片像荷花，长与宽的比例在

2:1 之间，瓣片必须有非常明显典型的“收

根放角”。瓣端和瓣缘必须紧缩向内卷，有

道是“千梅万水仙，一荷无处求”，可见荷瓣

型兰花的稀有和珍贵性。②梅瓣：形似梅花

花瓣。外三瓣先端宽阔，呈正圆形或椭圆

形，瓣体短而圆润，瓣端向基部渐渐收窄，

花瓣向内卷起并起兜。春兰“宋梅”就是梅

瓣最经典的代表。③水仙瓣：其花瓣与水仙

花形态相同。瓣幅较宽阔，呈长圆形或长

珠，瓣体超长。花瓣紧边起兜，瓣端有尖峰，

呈三角形状。④竹叶瓣：外瓣形似竹叶，瓣

片较窄细，也有阔形与狭型之分。瓣端尖细

呈三角状，寒兰花型多属竹叶瓣型。⑤蝶

瓣：是指花瓣发生变化，花瓣的一部分或全

部变成唇瓣状。花瓣的边缘有不规则的缺

裂，唇瓣有皱卷。花瓣上有不同色点的斑块

或斑点，色彩非常艳丽。⑥奇花瓣：节状增

生的花型，花瓣数量多。每节生有多个花

瓣，并依次拔高，层层叠叠，如国色天香的

牡丹花。

3. 花瓣颜色。①素心：指舌瓣上面没

有杂色的兰花。②素花：指舌瓣、花瓣、花

杆为同一颜色的兰花。无斑点，也无多余

明显经络，方可称为素花。素花包含了素

心。古人说：“素无下品。”素花的香气是最

好 闻 的 ，香 味 醇 厚 ，而 且 芳 香 持 久 。③色

花：花舌带斑点，但是主瓣为其他单一颜

色也可以叫色花。④复色花：有两种以上，

甚至更多的颜色，渐变，颜色有层次感，不

会大红大紫，这种复色花美的地方就在于

变化。

4. 春化。低温处理对花卉促进开花的

作用。具体办法就是把刚长花苞的兰花放

在 0-10 度的低温环境中，时间约 45 天。春

兰和蕙兰需要春化，否则无法开花或者花

瓣变形。

5.植料。养兰花，供给根部吸收营养的

介质，包含松树皮、腐叶土、草炭、火山石、

珍珠岩等，如果植料多用树皮、腐叶土，称

为软植料。火山石、珍珠岩较多则称为硬植

料。软植料养分较多，硬植料通风效果好。

可根据环境不同，按照不同比例混合搭配

软硬植料。

6.翻盆。将兰花与植料从盆中取出，更

换兰花植料或从新装填兰花与植料。

7. 服盆。兰花换盆以后需要适应新盆

环境的过程。

8. 假鳞茎。兰科植物贮存养分和水分

的变态茎，是贮藏器官。是兰根与叶片相

连的部位，多为卵球形至椭圆形，俗称芦

头，兰科植物特有。其大小因兰种而异，蕙

兰的芦头较小，建兰的较大。在自然生长

的情况下，是全露或微露在土壤上的，所以

在栽种时，不要将它们全部埋在植料中。

我 原 来 对 兰 花 的 认 识 ，只 知 道 兰 花

是 一 种 秀 气 的 花 卉 ，生 于 南 方 ，文 人 爱

养 ，兰 花 养 殖 技 术 高 ，一 般 人 养 不 好 。我

自从养兰后，查找养兰资料，了解到兰花

的 生 长 习 性 和 环 境 ，才 明 白 原 来 兰 花 生

命力很强，其实是非常好养的。据南方朋

友 讲 ，在 兰 花 被 炒 作 之 前 ，有 些 产 兰 地

区 ，满 山 遍 野 有 很 多 兰 花 ，到 了 开 花 季

节，满山都是香味。兰花其实就是当地的

草，故名兰草。在北方，因兰花稀有，才升

格叫为兰花。

养兰记（1）
□ 刘勇

4月 2日

今天，我来到南湖的一片水域边踏青。岸边的柳树丝丝

缕缕含着嫩绿，梳理着春风，地上的野菜也隐约钻出几芽幼嫩

的小叶。我们几个近视眼趴地上细看，蒲公英，泥胡菜，车前

子，荠菜，一小片土地上聚集了北方常见的几种野菜，像是一

个野菜幼儿园。

这片水域的另一段，还有惊喜等待我们。几只凤头 虒鸟辟鸟
正在水上的巢穴中孵小鸟。它们的窝筑造在荷花的残梗之

中，在水波中轻轻悠荡，真似摇篮。20 多天后，小 虒鸟辟鸟 就能见

到这个世界了。天空透出淡淡的阳光，几只白色大鸟迅捷地

从我们头上掠过，它们的自由和骄傲让春天充满生气。

在南湖盘桓够了，我们又去丰南。在公园散步时，我意外

地发现了一棵高大的绿萼梅，这个名字实在美妙，在一众桃李

梅杏热烈的开放中，像是在低声地吟唱。晚上，几位好友相

聚，畅谈畅饮之后，尽兴而返。人生何用安排，且歌且舞且开

怀。我再次酒醉，为花，为春天，更为好友的相见和相知。

（叶开）

4月 4日

今天回老家，祭奠大伯和父母。大伯出生于 1918 年，属

马，有文化，长相也应该至少是中等。当过生产队保管员，没

往家里拿过一粒粮食。大伯曾有机会去开滦当工人，因为家

里有老妈，没出去，就这样耽误了。他有一次去县城卖板栗，

收板栗的要写“ ”字，说啥不会，别人也不会，大爷告诉他怎

么写。那人颇为惊诧，对大伯另眼相看，让大爷的板栗多卖了

些钱。有一次，大伯早起下地干活。响晴的天气，大爷戴了顶

草帽。周围的人都不解，大伯说午后会下雹子。大伙都笑话

他。不成想午后真下了雹子。家里没有水井，需要到二三百

米外去挑水，大伯极为喜欢我，挑水都要抱着我去。大伯 90

岁去世，无疾而终，晚上还好好的，早晨发现已经去了。如果

他也娶妻生子的话，想想有大我三十多岁的堂哥堂姐，是多么

有趣的情景。 （祥子）

4月 6日

今天，我找出一面镜子，约了好朋友们，到大自然里去拍

花。河边绿地里，一株株紫玉兰、白玉兰开出了满树的花，我

们立即驻足，拿出镜子，选出一朵含苞待放的紫玉兰，把镜子

按 45 度角斜放，用手机对准镜子和花拍出了玉兰花“对镜贴

花黄”的样子。然后我们又集思广益，把镜子平放在枝干间，

这样，镜子里就有了蓝色天空为底色，朵朵玉兰争先开放的热

闹场面。我们新奇地调整着镜子的方位，纷纷拿出手机从不

同的角度拍摄，然后翻看着手机里的照片，点评着哪张最好

看、最有意境。春天百花齐放，我们心花怒放。 （刘红娟）

4月 6日

吃完午饭，我走到街上，远远地看见一位老人，个子高挑，

正在端详街边店铺的招牌。我感觉眼熟，细看竟是上个月采

访过的从北京来丰南养老的王宝生老人。我上前打招呼，老

人笑着夸奖我写的通讯好。老人补充说，原本自己不会做饭，

大半辈子都是老伴伺候。但是老伴突然生病，先他而去。在

王大爷陪伴老伴的最后时光里，王大爷亲自操刀，老伴在一旁

指导，他学会了各种家常饭菜的做法，她这才放心地走了。老

人说这话的时候，很是动容。老人来丰南五年，连一次小病都

没得过。每天徜徉在蓝天绿水间，“这是真正的人生享受”。

（白桂云）

驱车出城，沿花木扶疏之路，蜿蜒向西转而向南约二三

里，于城郊结合之地，有小院一座。院落不大，掩映在树木之

中，鹤立于民居之间，南望田园，北邻街巷，主人命之曰“近悦

远来草堂”。

草堂墙素窗明，有房四间，居中者为厅，东为卧室，西则辟

为茶室与餐厅，另有厨卫及储物之所。草堂前有露台，沿阶下

行则垦为小园，方正如棋枰，画地以为畦。园内有四时之蔬，

亦有四季花木间作其中。春有牡丹向阳，夏有盆荷承露，秋有

金菊抱枝，冬有翠竹拂雪，总依季节常见花开花谢，一任造化，

不假人工。此处盖主人修身养性之所也。

避得俗务，隐于其间，闲来煮茶敲棋，亦或捧卷清吟，有月

常读坡翁《记承天寺夜游》，有雪则诵张岱《湖心亭看雪》，兴之

所至亦有皮黄之声。其形既倦，拔剑四顾，寒光如电，矫若游

龙，发如雷霆，须臾则气血贯通，精神发于胸膺。

偶有客至，或相约对酌，不过三四人尔。其情境虽无意而

为，却常与古人相契。春意方萌，友人执竿得鱼，相约小聚，不

期夜雨忽来，剪春韭一缕，岂非老杜诗意？盛夏来临，小院避

暑，茅檐听雨，醉看飞泉，实与稼轩所见略同。清秋时至，树高

月白，酒意半醒，闲数流萤，确乎林景熙所钟。冬雪漫舞，围炉

清谈，煨桔枣以佐酒，恰应白乐天之问。此间常有一客，醉后

弄箫，其声呜呜咽咽，似有不尽之意难平，草堂主人虽能论水

与月、亦可证变与不变，却自顾不言。

噫吁嚱！遇此草堂，往来之间，始知广厦深宅，或是累身

之长物。容膝之地，却可成养心之处所！

近悦远来
草堂记

□ 李国新

儿时，常住姥姥家的我有一个乐园，那

就是姥姥家房前长宽各为 18 米的小院。

小院里有姥爷精耕细作的小菜园，16 个菜

畦方方正正，五彩斑斓，瓜果飘香，是一块

留给我无尽的童趣与欢乐的圣地。

春天里，墙角根下先是忽然冒出一片

嫩绿，随之，姥爷菜园里的韭菜芽、羊角葱、

油菜芽、小蒜苗便争先恐后地展现出“新版

的自己”，郁郁葱葱，一片生机。夏日中，西

红柿、黄瓜、豆角、茄子、辣椒、卷心菜把小

菜园装扮成缤纷争艳的世界，引来蜻蜓、蝴

蝶和小蜜蜂翩翩起舞。秋季时，红萝卜、白

萝卜半隐半现，从土里探出头来，秋黄瓜、

秋茄子、丝瓜、苦瓜、玉瓜、黄倭瓜挂满秧

架，摆满窗台。冬天即将来临，菜园里仍长

着绿油油的大白菜，还有一个个胖墩墩的

带着白霜的大冬瓜……

我常常在笔直的地埂上欢快地奔跑，

在架着葡萄、小葫芦秧架下的甬路中尽情

地嬉戏，嘴里不停地喊着儿歌：“豆角青青

细又长，黄瓜穿身绿衣裳；茄子高高打灯

笼，萝卜地下捉迷藏；辣椒长个尖尖嘴，南

瓜越老皮越黄；红绿黄紫真好看，菜园一片

好风光！”

姥 爷 望 着 欢 蹦 乱 跳 的 我 ，满 眼 的 慈

爱。自退休以后，姥爷尽最大力量和姥姥

一道呵护着我和太姥姥这对儿相差 90 岁

的祖孙俩，除此之外，侍弄菜园便是他生活

中最大的乐趣。

为了增加肥力，姥爷起早贪晚，不怕脏

累，坚持使用农家肥，不断改良土壤。“庄稼

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是姥爷常常挂在

嘴边的话。姥爷一年四季不闲着，生生地

将满院的生土变成地力十足的良田，院中

长出的各种瓜果蔬菜都根壮、苗肥、多产。

小时候，我特别能起早，睁开眼第一件

事便是跑到小院找姥爷，有时也帮姥爷浇

园，但往往帮倒忙的时候居多，拿起水管喷

得哪哪都是水，自己也常常变成“小水鸭

子”，姥爷拉也拉不住。有时姥爷看到我

“噔、噔、噔”地朝他跑去，便笑着蹲下身来

先攥住我的双手，省得我总“搞破坏”。

那时的我啥也不怕，不让我干啥就相

当于提示我去干啥，一系列破坏性的举动，

常常把人气笑，我成为全家的“开心果”。

一次，在葡萄架下面，我捏起一个比大拇指

还粗的大绿虫子，步履蹒跚地送给正在洗

瓜果的妈妈，妈妈吓得“啪”一下打在我手

上，“哇！哇！”地叫着飞跑出老远，盆也扣

了，瓜也飞了，满院人笑得前合后仰。

还有一天，一根根全身长满刺、顶着黄

花的小小嫩黄瓜吸引了我，我一头钻进去，

一把一把撸下来，还往嘴里送，半个菜畦被

我毁得一塌糊涂。我被小舅逮个正着，他

拎起我交到姥爷跟前问怎么处置，姥爷笑

了：“正是‘浑不吝'的时候，咋处置呀，先放

了吧！”

过后，小舅却狠狠地“教训”了我。加

之以前我把他钥匙藏在冰箱里、拿他的运

动鞋扔水里当船儿放的旧账，这次又祸祸

他的最爱，于是他把我拎到一个僻静处，让

我站直，不说话，长时间地对视，在我眼前

狠狠地晃了晃拳头，问：“那个手淘气着？”

我赶忙伸出左手，他严厉地吼道：“自己打

手！”我只好用右手打了自己的左手几下。

事后，我最怕的就是小舅，致使后来我不管

在玩什么、干什么，只要听到小舅进到院

来，都顾不上穿鞋，赶忙跑向小舅：“小舅，

我没摘黄瓜！小舅，我没搞破坏！”“好！”小

舅便笑着掏出给我买的吃的、玩的奖励我。

等到秋后，我还是发现了好东西。秧

架上挂着两根又粗又大的秋黄瓜，焦黄焦

黄的，好看极了。我便蹲下身，双手捧着

脸，看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伸了几次手还是

没敢摘。家人着急地到处找我，是姥爷后

来发现了我，心疼地抱起我，也摘了黄瓜种

给我吃。

时光荏苒，我渐渐长大，学会了仔细观

察身边的事物，也跟姥爷学了很多知识。

菜园最西边是向日葵的领地。一个个

金黄色的大花盘都朝着太阳，好神奇呦！

姥爷告诉我，向日葵也叫朝阳花，它们的花

盘都面向着太阳长，是因为花盘下面的茎

部含有一种奇妙的“植物生长素”，遇到光

线照射，背光部分的生长素会比向光部分

多，刺激细胞快速生长、分裂、增殖，使整个

花盘朝着太阳弯曲，这样，向日葵就老是跟

着太阳旋转。虽然那时我还不完全懂，但

大自然的奇妙深深地吸引了我！

姥爷懂得很多知识，当年他无论是在

县里还是在乡镇上班，只要有下乡的机会

就虚心向老农学习，积累了不少种菜、种庄

稼的经验。按照农时，啥时育秧、啥时掐

蔓、啥时搭架、啥时培土都一清二楚。什么

立春种豆角，雨水种生菜，惊蛰种辣椒，春

分种南瓜；什么“葱要深栽，蒜要钱埋”，“菠

菜长得好，灰是少不了”，“南瓜花对花，能

结出大瓜”等等，他都了如指掌。他还告诉

我，定期翻土松土，空气水分流通好；合理

施肥，能提高蔬菜品质；适时浇园，能保证

蔬菜生长所需水分……

姥爷种的玉米是“大马牙”的，棒子又

长又粗，还没等到长成熟，姥爷便早早地计

划着分给左邻右舍哪家多少个、亲戚朋友

哪家多少个。收获的各种吃不完的蔬菜瓜

果，除了分给近邻朋友外，姥爷便用大缸、

瓦罐腌制各种菜，有酸白菜、咸萝卜、酸黄

瓜、雪里蕻；他还把黄豆、黑豆、红豆、青豆

晒成干豆，用大玻璃瓶装好，分享给家人和

朋友。姥爷说他种的菜都是绿色的，健康

的，放心吃。

清晨的阳光在碧绿的菜畦上跳舞，透过

缝隙洒落在菜畦周边含着露珠的太阳花朵

上，亮晶晶的；窗台下面花池里的美人蕉、白

薯花更是娇艳欲滴；爬上院墙的南瓜、玉瓜

秧及爬上电视天线三角架上的丝瓜、苦瓜秧

开满各色花，引得蜜蜂在花海中盘旋，“嗡

嗡”地唱着欢快的歌。日上竿头，樱桃树、李

子树下现出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的时候，姥

爷手中的竹篮里便有了各种蔬菜，我兴高采

烈地拿给姥姥做午餐。傍晚时分，太阳不晒

了，姥爷便又拉上我去给蔬菜浇水、除草、拿

虫，菜园上空时常飘荡起祖孙俩欢快的笑

声。等到夜晚，月光溶溶下，姥爷便给我讲

故事，教我唱儿歌，有时让我仔细聆听蟋蟀

的叫声，他说蟋蟀说的是“干柴细米，干柴细

米”，预示一个好年景！

岁月匆匆，小院在细雨中静默着。昔

日姥爷那亲切的笑容、谆谆的教诲已成为

一段温馨而遥远的记忆。那方碧绿的菜

畦，泛着淡淡的清香，会常常出现在我的梦

中，也时时勾起我对姥爷铭心刻骨的眷念。

记忆中的小院
□ 刘亚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