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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城 市 中 蔓 生 的
绿 色 植 物 世 界 ，鼓
励 我 们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创 建 新 的 种
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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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初的一天，走在青岛市香
港 东 路 ，看 见 落 光 叶 子 的 楝 树 枝
丫，缀着一串串的楝树豆，在蓝盈
盈的天空下，微微晃动。

忽然想起，楝树生长在《红楼
梦》作者曹雪芹的家族史中。

“紫丝晕粉缀鲜花，绿罗布叶
攒飞霞。”楝树花开的那簇簇紫色，
见证了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大富大
贵 ，大 红 大 紫 。 曹 雪 芹 的《红 楼
梦》，“ 落 了 片 白 茫 茫 大 地 真 干
净”。那苍凉之中，也有一簇楝花
在摇曳。

曹寅文雅风流，工诗词，晓音
律，16 岁入宫为康熙御前侍卫。他
的母亲是康熙的奶妈。所以曹家

在康熙一朝，地位显赫。曹寅和纳
兰容若一起为康熙御前侍卫，想来
两 人 都 善 骑 射 ，却 又 都 是 文 雅 之
人。曹寅以藏书家闻名遐迩，纳兰
以词人享誉文坛。其实，曹寅亦是
一代词人。杨钟羲在《雪桥诗话》
中说：“子清官侍从时，与辇下诸公
为长短句，兴会飙举，如飞仙之俯
尘世，不以循声琢句为工，所刻《楝
亭词钞》仅存百一。”

曹寅的父亲曹玺任江宁织造，
此后曹寅又担任江宁织
造。织造是一种非常特
殊的官职，主要管理宁、
苏、杭一带的纺织事物，
向朝廷供奉丝绸、衣饰、
果品，直接对皇帝负责。

曹玺在江宁织造府
西 花 园 种 植 了 几 棵 楝
树，并结亭其间。曹寅
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就
把 这 个 亭 子 定 名 为 楝
亭 ，同 时 作 为 自 己 刻
书、文集和藏书目的名字。于是，
就有了《楝亭诗钞》《楝亭词钞》《楝
亭书目》等著作。

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
亭 。 楝 树 成 为 曹 家 的 文 化 密 码 。
几株楝树，庇护着曹家大红大紫。
从曹玺、曹寅到曹颙、曹頫，一家三
代都担任过江宁织造，享尽荣华富
贵 ，真 是 烈 火 烹 油 、鲜 花 着 锦 之
盛。楝亭是曹家文人雅士诗酒风
流的重要场所，所以楝亭被画入图
中，楝花在曹寅和朋友唱和的诗词
中散发着芬芳。

曹 雪 芹 的《红 楼 梦》广 为 流
传 。 据 清 代 笔 记 记 载 ，和 珅 曾 将

《红楼梦》进献给乾隆，乾隆读罢，
说这是明珠家事。纳兰容若是明
珠的公子，像贾宝玉一样多情。明
珠和曹寅在康熙时代，都是显赫一
时的权臣。两家都遭遇了政治风
暴，免不了被抄家的命运。难怪乾

隆说，《红楼梦》小说情节是以明珠
家的经历为原型。

曹寅还是一位藏书家，他自称
有“聚书之癖”，尤其嗜好收藏宋
椠 。 他 在 扬 州 时 ，刻 印 过《全 唐
诗》。《康熙江都县志·曹寅传》记
载：“尝集书十万余卷，手自校雠，
刊善本行世。”曹寅的万卷藏书之
中，隐约浮现着楝花的气息。

楝亭旁的楝树年年在谷雨时
节 开 花 。 楝 花 盛 开 之 时 ，团 团 簇
簇，那是一树紫色的祥云。楝树见

证 了 曹 家 60 年 的 飞 黄 腾
达，也见证了厄运的降临，
目睹了一个家族的兴衰。

雍正上台后，曹家风
光 不 再 ，成 为 康 熙 雍 正
政 权 交 替 的 一 个 牺 牲
品。江宁织造曹頫，以
侵欺亏空、滋扰驿站等
罪名被革职抄家。

曹頫在江苏和京
城的房产、地产、人口，都被赏赐给
隋赫德。江宁织造换了主人，楝亭
旁的楝树也换了主人 。 楝 树 目 睹
了这场家变，曹家的生死、悲欢、
兴 衰 、浮 沉 ，都 留 在 楝 树 的 年 轮
之中。

被抄家，曹家彻底败落。曹雪
芹在小小的年纪，经历家破之祸，
体会到那种绝境和悲凉，已经懂得
世事沧桑和人世无常。由盛转衰
的经历，刻骨铭心的家难，成了他
创作《红楼梦》的动因。

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曹雪芹，过
着穷困潦倒的日子，他心中有一股
郁郁不平之气，蛰居西山荒村，创
作《红楼梦》。不难想象，在楝花开
放的季节，他遇到满树繁花，内心
会有着怎样的波澜起伏，涌动着多
少复杂的况味。

楝树，隐藏着他的家族的荣耀
与衰败。楝花，蕴含着他的家族的
繁花与落寞。

油菜花是春天发出的一张邀
请函，向久居都市的人们。

每年油菜花开时，我仿佛都
能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 远 离 密 不 透 风 的 钢 筋 混 凝
土，到田野中去，到田野中去！

远离通宵达旦的电脑化忙碌，
到大自然中去，到大自然中去！”

于是，在春天，我们出发，从城
市走向乡村；我们出发，从蜗居走
向 原 野 ；我 们 出 发 ，从 喧 嚣 走 向
宁静。

这个春天，因公出差，乘汽车
在湘西高速公路上穿行，正逢当地
油菜花开，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别
具风采。江南的油菜花，总是带着
江南特有的婉约，好像一幅淡淡的
水墨画。而眼前，湘西大地上的油
菜花，却疯狂而热烈地怒放着，狂
放 不 羁 ，富 有 野 性 ，体 现 出 一 种
霸气。盛开的油菜花，如同大自然
抖开的绸缎，从山腰一直绵延到山
脚下的村庄，整个天地间布满了梵
高笔下固化了的阳光。大自然把
湘西的土地当作了巨大的画布，把
油菜花的金色当作了可以任意泼

洒的油彩，创作出一幅无边无际的
油画。眼睛能看多远，那画幅就延
展到多远，一直到天地相接之处。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风一吹，此起
彼伏，仿佛大海的波浪。

我们走进了油菜花海，被浓郁
的花香所包围着，勤快的蜜蜂，唱
着劳动号子辛勤地工作着。站在
油菜花海里，闭上双眼，深呼吸，一
股清香直抵心田。远处群山如抱，
蓝天如碧，朵朵白云自由地飘荡。一
个个古老的村落点缀在广阔的油菜
花海之中，仿佛大海中的岛屿。而一
座座房屋则如浮在花海上的小舟，
随风荡漾，让人误以为闯入了某幅
印象派油画中。此情此景，令人陶
醉，令人痴迷，令人忘返。

油菜，顾名思义是用来榨油的
蔬菜，普通的农作物。菜花凋谢后
结籽，菜籽黑里透红，滑爽如珠。
菜籽榨成菜籽油，油菜花香便随同
菜肴盛于我们的碗盏之中，流进我
们的血液。想来，我们吃到菜籽
油，该是一件多么富有诗意的事
情。从这个角度上说，盛开在乡野
间平常的油菜花，比城市公园里的
奇花异草更具现实意义。开花、结
籽、榨油。多少年来，油菜花从来
不曾被人以赏花的心态去面对。
但她却一年年，无怨无悔地盛开
着，丰富着人们的视觉和餐桌。油
菜花开，那是油菜对我们微笑。那
笑，是无邪的笑、无私的笑、开心的
笑、幸福的笑。

朴 素 的 油 菜 花 ，值 得 人 们 礼
赞。又见油菜花，却是一处心灵的
疗养。

静静的诗文篇

暖暖的绘本篇

一

黔西南山区，崖壁上晃动着一个背着背篓
的身影。他叫贡嘎，今天的运气不错，采到了一
丛黑节草。贡嘎有些兴奋，心怦怦跳——因
为一丛黑节草，就等于是一叠厚厚的钞票。

攀爬崖壁采草药很危险，寨子里已有不
少人为此丧生。不过，在贡嘎看来，自己的这
次冒险还是值得的。

贡嘎的儿子刚刚结束高考，听老师的口
风 ，儿 子 被 民 族 师 范 学 院 录 取 应 该 不 成 问
题。虽说师范学院费用低，也还是需要一些
费用的，怎么说也得给儿子买件新衣服，还有
脸盆、牙具之类的生活用品。

下到 崖 底 ，贡 嘎 取 下 背 篓 ，用 一 团 苔
藓小心翼翼地把那丛黑节草包好，轻轻按了
按，又重新放回背篓里。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
崖壁，生出一种怅然——黑节草越来越少了。

贡嘎是个黑脸膛的布依族汉子，识字不
多。他从九岁起就跟阿爸攀崖壁采黑节草，
已经 40 多年，采到的黑节草汇集到一起，都
能堆成一座山了。贡嘎说：“小时候，阿爸就
跟我讲，采黑节草不能挖绝，要挖一半留一
半，留着过些年再来采。人不能把事做绝，弄
绝了，下一代采什么呢？”

二

铁皮石斛，因表皮呈铁青色而得名。黔
地民间，把铁皮石斛称作黑节草。石斛是兰
科植物中的一个大家族，种类很多，全世界有
1500 多种，我国有 76种。

据说，铁皮石斛的花有解郁之功效，能使
人心情开朗，缓解精神压力。我在黔西南走
动时，吃过的一道菜，印象深刻。

那是一顿会议工作餐，当时，大家都吃得差
不多了，服务员却又端上来一道菜。大家一看
不以为然，无非什么东西炒鸡蛋，便没有几个人
动筷子。我用筷子夹起，尝了一口，又香又脆，
口感和味道都很特别。我问服务员，这是什么
炒鸡蛋呀？服务员回答，铁皮石斛花炒鸡蛋。
大家闻之，呼啦一下全都抄起筷子，一盘铁皮
石斛花炒鸡蛋，瞬间只剩下盘底的油珠了。

在场的一位药学专家说，患有抑郁症的
人，长期食用铁皮石斛花，能够减轻或消除抑
郁症状。大家听后都笑了，说为了不得抑郁
症，能不能再来一盘铁皮石斛花炒鸡蛋啊！服
务员闪到身后只是笑，不语。

当然不语。据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
公斤铁皮石斛可以从欧洲换回十二吨小麦。

三

为了寻访铁皮石斛，我走进了大山深处
那个童话般的山寨。

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布依族村寨，因种
植铁皮石斛而日渐闻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
得这里每年有 6个月时间大雾弥漫，空气湿漉
漉的，特别适合铁皮石斛生长。

我来的那天恰是晴天。站在山顶，放眼望
去，一片片森林覆盖着山岭，起起伏伏。仔细观
察后发现，很多青冈树上似乎缠着一圈一圈的
东西。询问之，答曰：那是种植的铁皮石斛。原
来这是铁皮石斛一种仿野生的种植方式。

说话间，林中闪出一位背着背篓的布依族
女子，正往背篓里采着什么。原来她叫蒙阿妹，
往背篓里采的东西就是铁皮石斛。

我问：“这鲜条采回去怎么处理呀？”
蒙阿妹答：“要先晒干，然后炮制加工成

枫斗”。
“什么是枫斗啊？”
“ 就是螺旋形的小球球。”蒙阿妹用手

指比划着，咯咯笑了。
这时，石斛专家孙老师闻讯赶来。孙老

师从事石斛研究很多年，发表过一些石斛生
境及种植技术方面的论文。

我问孙老师：“石斛为什么要种在青冈树
上呢？”

孙老师回答道：“并不是只有青冈树上
才生长石斛，杉木、枫香树、黄角树、油桐、槲
栎、樟树、乌桕上都可以长，只不过在喀斯特
地貌的山区，青冈树更适合罢了。”孙老师取

下挎着的相机，“啪啪啪”连拍了几张石斛丛
生的照片，接着说，“铁皮石斛与青冈树有一
种天然的依存关系。”

“何解？”
孙老师拍了拍身边的一株老青冈树说：

“这种树树皮厚，营养丰富，含水多，裂纹深，透
气好，无杂菌，保湿。附生的铁皮石斛种上去，
发根旺。”孙老师顺手掰下一小块儿树皮说，“更
重要的是青冈树喜欢生长在微碱性或中性的石
灰岩土壤上。”

“这跟铁皮石斛有什么关系？”我问。
“青冈树吸收的营养成分，正好也是铁皮

石斛喜欢吸收的营养成分。不过，石斛不是从
石灰岩土壤里直接吸收，而是通过自己的根系
从空气、雾气和水分中吸收。”

我听得瞪大眼睛，差点忘记掏出小本子记
下孙老师说的话。何老师兴致颇浓。他说：“青
冈树还能预报天气情况呢！”

“怎么预报？”我很好奇地问。
“正常天气，青冈树的树叶呈绿色，但一

旦突然变红，就意味着此地一两天内必要下
一场大雨了。”孙老师说。

“这是什么原理呢？”
“青冈树的树叶叶片中所含的叶绿素和

花青素是有一定比值的。长期干旱，即将下
大雨之前，强光闷热的天气，使得叶绿素的合
成受阻。而叶绿色和花青素是一种此消彼长
的关系，在叶绿素弱势的情况下，花青素就呈
现出强势状态，体现在叶片上就是红色。”

“长见识，太长见识了。”我说，“那就可
以根据青冈树的树叶变化情况，打理种在树
上的铁皮石斛呀！”

“是的，既要保湿、透气、增加营养，也要
防虫防病防止烂根。”孙老师盖上长焦相机镜
头说。

其实，在自然界里，植物与植物之间，植物与
动物之间，植物与微生物之间，甚至植物与细菌
及其空气之间，都存在一种微妙的联系。

四

问题来了。
——在我们毫无心理准备，毫

无应对准备的情况下扑面而来。
华盛顿时间 2016 年 6 月 30 日，

110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签名，
在 网 上 发表公开信，力挺转基因农

业。这时候，转基因中药也可能会悄悄进入我们
的肠胃。中科院某专家报告显示，枸杞、板蓝
根、鱼腥草、人参、杜仲、甘草、桔梗、麻黄等几十
种中药材已经实现转基因或正在进行转基因
研究。

当然，那些专家是一定要在石斛身上露
一手的。2005 年，某课题组应用农杆菌介导
法，克隆了某植物的基因，再如此这般地载入
石斛兰体内，得到 69 个转基因株系，其中，有
两个生根转基因苗。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石斛兰已经有了
另一个石斛兰——转基因石斛兰。

此乃幸耶？悲耶？好在石斛兰还仅仅
只是观赏花卉。

一些老中医开具药方时无不忧心忡忡，
自己开出的药道地吗？中药材的药效与其道
地性有很大关系，越是原产地，越是原生态的
中药材效果越好。转基因将彻底颠覆中药材
的“道地”二字，改变中药材中各种成分的平
衡关系，或者将有毒有害的基因转入中药材
中，或者将抗虫抗病抗毒的抗生素基因转入
中药材中，从而导致中药的本质发生根本改
变。这样的中药还能治病吗？

古代量器，从小到大，依次为：龠、合、升、
斗、斛。石斛，不过是自然界的一种草，古人
却用最大的量器来命名，可见，此草在古人心
里的地位了。

而今问药，问李时珍，铁皮石斛还是首
草吗？

不管怎样，我都坚定地认为，最伟大的
药不是在医生开具的处方上，它一定是深藏
在大自然中。

一味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状态。
一味药，也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浓浓的科普篇

流光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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