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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草木间，

一草一木都是有情之物。

草木枯荣是时间的年轮，

也是生活的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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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人眼中，植物是不会移动、不会发声，只会生长、开花、结果的

生物。它们看上去既不会思考，也没有情感。所以，人们通常会用“植物

人”来指称没有认知能力的人。其实，这是人类对植物的最大误解。

在与植物的长期交往中，我越发觉得植物是非常具有灵性的一类生

物。它们能感知外界的一切，是既有思想情感又有计策谋略的精灵。只

要看一看自然界那些千奇百怪的叶子、花朵、果实、种子等植物的各种构

造形态，你就会感叹上帝造物之精妙。但与其说是上帝造物，不如说是植

物自身长期演变的结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表明了植物的成功之道，

但并未道明其进化的内在动力。在我看来，物种的主动进化才是大千生

物世界的发展动力。假如植物不能感知外界，不会思考，那么形态各异的

叶子、结构精巧的花朵等，又叫人如何理解呢？

随着人们物质条件的发展，在快节奏的生活之外，有的人深陷微信、

微博等碎片化的信息中，而也有一些人，放下手机，将目光放到身边的一

草一木中，感受大自然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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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进绿色的植物世界，就如同品读一本无字天书。倘若遇见一种

植物，却连名字都叫不上，又何谈对它的欣赏和了解呢？如果都用“不知

名的小草”来指称，那只能表明自己对植物知之甚少。因此，小山老师组

建的“拈花惹草部落”十分应景地出现了。这个业余的植物兴趣小组，将

全国各地的植物迷召集在一起，短短两年时间内就迅速发展壮大。现在，

更是吸引了国内许多植物大咖加盟。

我在甬派《甬城草木记》专栏中第一次读到小山老师的文章时，便觉

得此人虽不是植物学科班出身，却怀着对植物的真挚情感，不禁暗暗佩服

他观察植物世界的细致入微。一个没有植物学基础的业余爱好者，因为

纯粹的热爱，写出如此专业精深的文章来，必然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

后来又陆续看到他写的一些文章。他把植物名称的来历考证、历史

典故，以及植物的鉴别要点、食用方法等描写得十分详尽到位，再配上一

幅幅生动的美图，于我这等植物学专业人士读来，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小山的这本《甬城草木记》，既介绍了宁波本地常见的观赏植物，又跟

踪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稀乡土植物。这是很好的科普宣传，是一本

老少皆宜的科普读物。这是“拈花惹草部落”自组建以来对植物研究的

一个阶段性成果，值得庆贺！

大自然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植物王国中的许多有趣的现象值得我们

深入地研究。希望小山带领的这个植物群，能以植物科普为起点，不断深

入，不断拓展，更加专业地为草木爱好者的植物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林海伦 　　

2017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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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宁波，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不必说“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也不

必说“经济发达城乡和谐”，仅是这里城市山野的四季之美，就足以令人陶

醉其中了。

早春，乍暖还寒，“白似玉、气如兰”的玉兰，以满树繁花揭开甬城春

天的序幕。白花的碎米荠，黄花的毛茛，紫花的堇菜，蓝花的波斯婆婆纳，

开始出现在树底下的草坪上。再暖和一点，“轻似绯云落如雨”的紫叶李、

早樱花，一夜之间披上盛装。春渐深，柳丝长，百花都来加入春的大合唱。

当蔷薇爬满篱笆院墙，楝花如紫雾般开满一树，不知不觉间，春天已到了

尾声。

“绿树成阴子满枝”，是宁波盛夏的典型景象。不过，开花植物也很多。

“花似荷花大、气如玉兰香”的广玉兰，站在大街小巷，花开满树。“香得

掸都掸不开”的栀子花，在花坛、山野里，清香满溢。越热越精神、越热越

美丽的“盛夏双骄”—— 紫薇花、凌霄花，一直陪伴我们度过整个炎热而

漫长的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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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黄叶地，北雁南飞。秋风万里芙蓉国，每年九、十月份，木芙

蓉随风摇曳，尽显雍容华贵。“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

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桂花开了，空气中到处浮动着或浓或淡

的甜香。三脉紫菀、陀螺紫菀、野菊、千里光、苦苣菜等各种菊科植物，一

丛丛，一片片，成为野外山林最美的女主角。

相比北方冬日的萧瑟，江南的冬天来得更加温和一些。金钱松、银杏、

鹅掌楸、无患子的叶子，在蓝天之下金黄透亮，像太阳一般温暖着我们的

心灵。山野的枫香、红枫，丹山赤水的柿子，四明湖畔那一大片火红的池

杉，将宁波的山野泉林打扮得色彩斑斓、美丽无边。

我生长在山村，从小就和大自然非常亲近，对山川草木，有一种发自

内心的热爱。大自然年复一年地给我们展开一幅幅壮美神奇的画卷，我

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基本上没有辜负过自然的这份馈赠。工作之余，我

会约着伙伴，带着相机，穿行在四明大地的山水之间，或逡巡于甬城各大

公园的树木花草之间，发现最美的草木，寻觅最美的风景。在草木的四季

变化之间，接受造物者发送给我们的美丽信号。

有人好奇，如此热爱草木，能够收获什么呢？

于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通过草木领略到了自然之美。在城市里待

久了，每天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穿行，似乎感觉不到四季的变化，只有日

子一天天过去。但只要我们留心身边草木的岁序枯荣，即使身处城市，也

可以从一朵花、一片叶、一株芽之中，感受自然的四季之美。草木是最言

而有信的，一年一回新，每年都会来一次不变的生命轮回。每一种植物在

长长的进化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智慧，只要我们留心观察，

就能发现它们身上独特的美好。英国自然主义者彼特·斯考特曾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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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拯救面临威胁和毁灭的自然界，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人们重新爱上自

然的真和美。”关注植物，欣赏植物，爱上植物，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和

尊重。

热爱草木，还会让人对生活充满期待。古人曾经说过：人无癖不可

与交。这是说，一个人没有癖好，就没有深情，没有深情的人是不值得交

往的。而就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来说，有一份持久、深入、健康的爱好，也

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舒缓工作、生活中的紧张和压力，提高生命的质量。

花儿不只开在春天，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季节，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看

花，一年四季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期盼。

热爱草木，还能加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看待事物、审视世界，

可以有很多切入口，比如文学家用文学的角度，史学家以历史的视角，哲

学家有哲学的高度。植物爱好者，也可以从植物学的视角切入这个世界。

一开始，或许只是就植物谈植物，观察久了，研究多了，就会发现植物和地

理、气候、地质、生态等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植物背后也

体现了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和民族。比如鸦片战争，就是一场由两种植

物引发的战争，一是茶叶，一种罂粟。所以，许多植物身上甚至还可以折

射出国家的命运。

而促使我走上植物写作这条路的，是两本书。一本是汪曾祺老先生

的散文集《人间草木》。文章或长或短，言简意深，将一些常见的草木虫

鱼，写得摇曳多姿、清新隽永。另一本是明末清初学者李渔的《闲情偶

寄》。李渔是学问大家、生活大师，他看植物的视角和别人截然不同，常

常能发现植物身上不为常人所注意的有趣之处。

读过这两本书，我才发现，原来植物的世界这么有趣，草木的文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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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写。于是，我便开始了草木写作，记录自己学习、欣赏草木的所

见、所思、所感，包括遇见经历、特征辨识、独特美好、进化智慧、文化故

事、人生交集等等内容。几年下来，累积下来的文章已超过两百篇。我持

续进行草木写作，除了出于个人兴趣，也希望更多的读者能通过图文感受

到植物的美好，逐渐形成博物意识。尤其是对孩子，希望他们从小感知植

物，感受大自然，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和博大的胸怀，我想这大有裨益。

这本书就是从这些篇什之中，精心挑选 75 篇，并按照四季及欣赏时

间结而成的。一定程度上讲，这本书既是甬城赏花的草木地图，也是江南

城乡的四季花历。很多时候，一种植物，观察过，了解过，记录过，好像才

能跟自己产生某种特殊的联系。

在草木的世界沉浸久了，越来越能体悟到：小草木，其实也是一个大

世界。

“浮生常博物，记得去看花。”期待本书是一个开始。

小　山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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