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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
梅
·
梅
花

“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

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当年老舍

先生养花的快乐，在多年后的 2017 年

1 月 3 日，我也感受到了。那日，当

我们一脚踏进总理故居的大门时，一

缕馨香扑面而来，循着这缕幽香展眼

望去，一树蜡梅正凌寒开放，花瓣淡

黄，花蕊洁白，花香袭人，正是当年

总理手植的素心蜡梅。这株已有百年

蜡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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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蜡梅傲然挺立，树身悬挂一块标牌，赫然写

着“一品梅”三个大字，看下面的小注：腊［蜡］

梅，花中一品；周公，官至一品；其德，人之一品。

感觉用这个名字来命名这株蜡梅，颇为贴切中肯。

蜡梅是我国传统名花之一，玉质金衣，独具仙

姿，秀而不娇，傲寒怒放，冻蕊含香。

蜡梅与梅花，若是从植物分类学上区分，当是

两个不同的种属：蜡梅，别名蜡木、黄梅，属蜡梅

科，落叶灌木，高可达 4~5 米，常丛生；梅花，又

名春梅、红梅，蔷薇科杏属落叶乔木，少有灌木，

高可达 5~6 米。不过它们既然同有一个“梅”字，

当有共同之处。从它们的品格习性来看，可知它们

站在同一战线，虽然开花各有先后，却都不畏严寒、

傲霜斗雪、清雅高洁。蜡梅开花多在腊月，故常称

之“腊梅”，那时正值隆冬季节；而梅花也不逊色，

听，江姐在唱：“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

开……”正是那首著名的《红梅赞》。从这个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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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们同为一类，难分伯仲。

国人植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 4000 年前，

证据之一便是甲骨文中已有“梅”字出现，足可见

其年代的久远。至今仍然健在的古老的梅树，据说

已有 1200 岁“高龄”，它长在昆明黑龙潭，名为

唐梅，与宋柏、元杉、明茶一起构成了黑龙潭林木

“四绝”，成为当地招徕游客的一大卖点。我前几年

去安徽琅琊山游玩时，在醉翁亭隐隐嗅到的淡淡梅

香，据说就是北宋欧阳修当年手植的“欧梅”散发

的。虽然历经近千年的风风雨雨，这株“欧梅”依

然繁花满树，虬枝苍劲，傲骨兀然。

或许正是梅花自身所具备的这些超凡脱俗的操

守品性，使得它千百年来成了自强不息、矢志不渝、

坚贞不屈的象征，无论是“岁寒三友”之称谓，还

是“花中四君子”之美誉，它都当之无愧地占有一

席之地。我把它作为我这个系列的第一种花来写，

除了它开在百花之先这个原因外，更主要的还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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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它的尊重，它清幽绝俗的高洁品性，可为百花

翘楚。

古往今来，喜爱梅花的人不可计数，自然地，

留下的咏梅诗文也就不计其数，随手一拈，都耳熟

能详、脍炙人口：“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

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梅花》）“驿外断

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

香如故。”（陆游《卜算子 · 咏梅》）1961 年 12 月，

毛主席读了陆游的这首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用

陆游的原题原调，也写了一首，词曰：“风雨送春

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

丛中笑。”曹雪芹在他的那部《红楼梦》中，也借大

观园中众女儿之口，分别写了几首咏梅诗，从各个

方面表达了对梅花的喜爱与尊重。

在众多喜爱梅花的人中，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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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就是北宋的林逋林和靖。据史料记载，这位

字君复的钱塘人个性恬淡，不求名利，布衣终身，

初漫游江淮间，后结庐西湖孤山，由于对梅、鹤有

着异乎寻常的深切爱恋，一生不娶，植梅畜鹤，既

为自己留下了“梅妻鹤子”的佳话，也为后人留下

了赏梅的绝佳去处。正是因为他对梅有着超乎常人

的感情，才写出了那首流传久远、堪称后世咏梅诗

典范的《山园小梅》，其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

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更是空前绝后，被赞为咏梅

的绝唱，上文提到的那首王安石的《梅花》，就是对

林逋这两句诗的化用。

而真正对梅花充满着人文关怀，同时赋予梅花

别样内涵的是龚自珍，他的散文名篇《病梅馆记》

借题发挥，借对世人因“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

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而致

使“江浙之梅皆病”的揭露，表达了他的愤懑和

不满，抨击了清王朝因八股取士而埋没人才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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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我很喜欢一个电器品牌“香雪海”，它在我家的

产品是多年以前买的一台洗衣机，其总部所在地苏

州梅深似海。虽然洗衣机早已没有了使用价值，我

却一直不肯丢掉，原因就是这个品牌总能让我联想

起漫山盛开的梅花，一片洁白，花深似海。

说到看梅花，友人给我推荐了几处国内赏梅胜

地，其中有杭州西湖的孤山、苏州的邓尉山、无锡

的梅园、南京的梅花山、武汉武昌东湖的梅岭、广

东大庾岭的罗湖山。而我却觉得扬州的梅花岭才是

赏梅的最佳地点，不单单因为它离我近，更因为它

和一个英雄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岭前的史公祠内

葬着那位备受后人尊敬的大英雄史可法的衣冠，“我

死，当葬梅花岭上”，或许只有史公这样的人，才配

得起梅花的凌霜傲骨，也正因为如此，去那里赏梅、

谒史公，才显得更加相得益彰。



蜡梅：蜡梅科落叶灌木。
梅花：蔷薇科杏属落叶乔木。

蜡梅



迎　

春

春节刚过，迎春花就蓬蓬勃勃地

开放了。

那天，我在街边散步，偶然发现

路边小山坡上几丛有着柔细枝条的小

灌木上绽出几点鹅黄，格外抢眼。凑

近细看，几朵指甲般大小的小花正迎

风开放，六瓣的花冠好似一只只微型

的小喇叭，一簇簇密密地缀在碧绿的

枝条上，如翠玉镶金，在微风的吹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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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轻轻颤动，好像在召唤着什么。我便有一刹那的

惊讶，旋即也就释然：虽然迎面吹来的风中尚有些

许寒意，但是分明可以感觉到空气中已经流淌着春

的气息，立春已过，迎春花也该开了。

第一次知道迎春花这个名字，是因为老作家冯

德英的一部同名长篇小说，在那部著名的小说里，

冯老把胶东半岛的英雄儿女比作顽强不屈的迎春花，

让我产生无限的遐想。我老家的废黄河滩上，没有

这种植物生长，所以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对于我来说都是个谜。

及至真正见到迎春花，已是 2004 年的早春 2

月。那日，我陪老家来的客人去明祖陵游玩，一进

陵园大门，眼球便被一片明晃晃的黄所吸引，一丛

丛小灌木的柔细枝条上缀满鹅黄的六瓣小花，在初

春的阳光下格外耀眼，果真是一派皇家气象，不负

明代第一陵的声望。等到年轻的导游小姐介绍说这

就是迎春花时，我的脑海中最先出现的不是冯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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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部著名小说，而是宋人赵师侠的一首《清平乐》，

词曰：“纤秾娇小，也解争春早。占得中央颜色好，

装点枝枝新巧。东皇初到江城，殷勤先去迎春。乞

与黄金腰带，压持红紫纷纷。”这是一首专门写迎春

花的词，词中把它的形貌、颜色、风韵写得淋漓尽

致，可谓极得此花精神。我感兴趣的是这句“乞与

黄金腰带”，觉得把迎春花放在明祖陵这个环境中是

很有意思的——当然，这得用建造了这座陵园的大

明开国皇帝的思维来考虑问题。

迎春花，《群芳谱》上又叫它“金腰带”。传说

那个有着“沉鱼”之美誉的西施用美人计帮助越王

勾践灭了吴国后，与大夫范蠡结伴踏青太湖之畔，

恰逢迎春花蓬勃盛开，金灿灿的花朵缀满四棱形的

长枝。范蠡随手折下一枝围在西施的纤纤细腰间，

惹得美人不住地赞叹：“哇，多美的一条金腰带啊！”

从此，这“金腰带”就成了迎春花的别称了。传说

终究是传说，我们且不去管它真假，古人造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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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来，无非也就是要用金腰带来肖这种花的形与

色。用黄金作为腰带，除了作为装饰以博得美人一

笑外，我想大约也只有皇家才有这个气魄了，而朱

元璋的乞丐出身，是否也正应了这个“乞”字呢？

我不知道当初明祖陵建成的时候里面是否种植了迎

春花，如果有，依这位大兴文字狱的农民皇帝的脾

气，大约会有一批人要跟着倒霉，要是可以穿越时

空，不知道朱皇帝会不会派人去宋代把写了这首词

的赵师侠也抓来杀头。

若是论起雍容华贵，迎春花自是比不得牡丹一

类的名花，但是谈到傲雪斗寒，迎春花却是不输于

梅花的，有诗为证：“覆阑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

嫩黄。”（韩琦《迎春花》）梅花诚有“百卉前头第一

芳”之说，而迎春花的风格在于迎来明媚春光而不

自炫耀，它“初春使者”的美誉也不是浪得的，从

这点来说，它们也该不分伯仲。然而文人雅士们似

乎都看不到这一点，在对待它们的态度上明显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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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厚此薄彼，无论是入诗还是入画，都更钟情于

梅、兰、竹、菊，以及牡丹一类的名花名草，很少

有人会青睐迎春花，从这个意义上说，迎春花实在

是属于花中的“草根阶层”。

然草根自有草根的快乐与幸福，无论是作为农

人的花篱，还是雅人的盆栽，或者寂寞地长在路边、

峭壁，迎春花全然不管不顾，依旧蓬勃地生长、热

烈地开放，用自己明亮的黄色迎接春天的到来。它

就像植物界的“报晓鸡”，在春天来临之际唤醒沉睡

的百花，没有“名花”声名的拖累，倒也活得潇洒

自在。

白居易是我喜爱和敬佩的一位诗人，这位享有

盛名的大诗人，是一位真正的平民诗人。他的诗不

但诗风明白晓畅、通俗易懂，还把笔触伸到了别的

诗人不愿或者不屑触及的地方。比如这迎春花，白

居易不仅写了，而且写了不止一首，孤陋寡闻如我

者，也知道他至少有两首诗是专门写迎春花的。其



迎春：木樨科素馨属落叶灌木，
又名金梅、金腰带、小黄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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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玩迎春花赠杨郎中》，诗曰：“金英翠萼带春

寒，黄色花中有几般。恁君与向游人道，莫作蔓菁

花眼看。”极言迎春花在春寒中独秀一方、独树一帜

的超然品格；其二为《代迎春花招刘郎中》，写得既

风趣又洒脱，把一种花当成了一个人来写，诗曰：

“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杏园岂敢妨君

去，未有花时且看来。”说迎春花只与松竹为邻，不

与世俗的桃李争媚，只是默默地独自开在“未有花

时”的风雪之中，这是怎样的一种品行与气度？实

际上，诗人在这里是借花自况，说的就是他自己。

这样的花，这样的人，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