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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崇华要出书了，我遵嘱写几句话。但愿这几句话能配得上她这108种花草树木之气，

配得上崇华的自然之心。

崇华是我的“插友”（插队时的友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这些未谙世事、意气风发的北京知识青年到了毗邻内蒙的吉

林省白城地区插队落户，崇华落户的突泉县那时候刚刚从内蒙划归吉林省管辖，于是我们

同作为当时的知青先进典型而结识了。转眼四十多年过去，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我们

已年逾花甲。

四十多年，她的经历不能说起伏跌宕，也堪称丰富多彩：务过农、当过官、经过商。

务农当过省地典型；做官曾做到副厅级；经商，在深圳某一大国企经营管理、改革转制，也

算有声有色。

崇华是个热爱生活的人。热爱生活的人总能发现身边美好的事物。退下来后，她不知

因何机缘，开始用心去感受身边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一部小小的“傻瓜”相机记录她

的所见，计算机键盘敲出她的所感所思。暑往寒来，日积月累，竟然拍摄描写出一百多种

身边植物来。大约在2007年下半年，她陆续发给我欣赏。当时我深深地感动了，转发给别

的朋友看，都说好，一个朋友称之为“美图美文”，记得我给她回复邮件的主题就是“出

书吧”。从此就起劲地鼓动她出本书给朋友们看，有可能的话让更多的人看到，感动更多

的人。

令我感动的不单是她的美图：讲条件，没有专业摄影器材，讲技术，她也没什么专业

水平。但你仍然可以从那些像素不高的图片上看到她观察的细致、捕捉的准确、构图的自

然。你可以从每幅图片上感受到生命的绚丽、灵秀、强健、柔弱……

令我感动的也不单是她的美文：论文字绝非字字珠玑的精品，有点平、有点淡，但不

失清新隽雅。她大量查询资料、追本溯源，然后用近乎口语化的文字将那些专业的描述介

绍给你，然后似不经意间在想抒发情感的地方来上几句或赞叹、或感悟、或联想——都是

发自内心。唯其平淡朴实，出乎自然，别有一番打动人心之处。

最令我感动的是这些美图美文中承载着的一种态度：她对人生的态度、对周边人和事

的态度、对一切生命的态度。是那样的超然、达观、随和，这些年偶尔见面，聊起过去的

坎坎坷坷、世间百态，别人难免不平，她却总是笑着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没有愤愤然的样

子。我常想所谓“至大中和”、“优容雅量”大概就是这种境界了。

每每看到崇华发来的图文，我在欣赏之余常自叹不如。很想修炼出她那样一种态度。

如今，这本小书终于要出版了，衷心地希望每一个看到此书的朋友都从中有所收获：或赏

心，或悦目，或赏心悦目兼得。

我要在这里感谢我的老友周殿富对此书的出版给予的关爱。

                                                                          杜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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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LeDuJuan

簕杜鹃　紫茉莉科　常绿攀缘状灌木   

别名　宝巾　叶子花　三角梅

如
果你是在冬季从北国来到深

圳，一定会有一种强烈的视觉

冲击：一边是寒风凛冽，另一边温暖如

春；一边是万木凋零，另一边郁郁葱

葱。来到深圳，你会看到，马路边，山

坡上，庭院里，到处都盛开着红艳艳的

花朵。绿色的枝叶成了密实的围墙，一

根根花枝在空中洋洋洒洒地伸展着，恣

意，快活。就连许多人家的凉台上，也

会冒出它的鲜艳枝条。

这是什么花，在冬天里开的这么

漂亮？

这是深圳的市花－ 杜鹃，学名宝

巾。 杜鹃是一种常绿攀缘状灌木，枝条上有刺。粤语把刺读作“ ”，再加上这种花

像杜鹃花一样红艳，所以广东人称其为 杜鹃。其实此种植物与杜鹃花一点关系也没

有，它是属于紫茉莉科。

杜鹃的叶子互生，卵形，绿色，也有黄色或白色

斑纹变种。它的花有红色、白色、紫色等，甚至一株

花能开出红白两色。其实你看到的各种颜色并不是它

的花，而是花的叶状苞片，中心那白色或黄色的管状

物才是真正的花朵。所以 杜鹃也叫叶子花，三角梅。

8 9



有一年我出国到墨西哥，路

过一个村庄时，看到了盛开的 杜

鹃，我高兴地喊了起来，以为是

看到了我们祖先的足迹，赶快与它

合了个影。最近查书才知道我搞错

了，墨西哥盛开的 杜鹃并不是来

自中国，那是人家的本土植物。

杜鹃原产于南美洲的热带地区，17

世纪中叶，法国植物学家随船长布

根维勒远航，在巴西发现了这种美

丽的新植物，遂用船长的名字命名

该花为“布根维勒”，中文译为宝

巾。如今 杜鹃遍布世界热带亚热

带地区，赞比亚还把它定为自己的

国花。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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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一年开数次花，最茂盛是在冬春季。每年十一月份

深圳都会举办 杜鹃展，公园里变成了花的海洋，各种各样

的 杜鹃汇集在一起，引来大批市民观看。

到了春季， 杜鹃又会怒放一次。一个香港朋友告诉

我，他们小时候管这种花叫“tenˇgeiˉ”花（颤鸡花）。

因为香港的学校是6月份考试，每年春天看见 杜鹃盛开时，学

生们的心情就紧张了，要考试了，灾难来临，连鸡都吓得发抖了。真有意思！我们不用

考试了，所以就放心大胆地欣赏一下这美丽的 杜鹃吧。真是有什么样的心情，就有什

么样的景色。

杜鹃是平民之花，很容易养活。花期一过，园林工人就开始将大批枝条剪下来，

截成一段段，插在土里，浇上水，很快它就生根长叶开花。天气干旱，太阳暴晒，土地

贫瘠，都阻挡不了它的繁衍；如果加以修剪，又会成为漂亮的盆景，供人们欣赏。

杜鹃，真不愧为南国之花，深圳之花。

2006年4月8日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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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FuSang

扶桑　锦葵科　常绿灌木      

别名　佛桑　朱槿　大红花

深
圳的公园里、 

庭院中、马路

边，经常可以见到一种美

丽的植物。它有繁茂墨绿

的枝叶，红色黄色的花

朵。这种植物有一个很文

雅的名字——扶桑，别名

朱槿。它的另一个别名，

叫佛桑，看到这个名字，

会叫人肃然起敬。而这小

小的花朵，确实有着令人

神往的历史。

扶桑的原产地在中国，栽培历史悠久。早在汉代的《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汤谷

上有扶桑”，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十分喜爱这种植物，在古代传说中

扶桑是太阳鸟栖息的神树。屈原为了寻找心中的太阳，曾在《离骚》里寄托自己理想：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

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在诗

中，扶桑是屈原拿来栓马的神木。 

扶桑不但在中国源远流长，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很

受欢迎。亚洲的马来西亚，非洲的苏丹，大洋洲的斐济

和美国的夏威夷都定扶桑为国花或州花。人们还将东方

的国家称为扶桑国，现在扶桑国通常是指日本。也有好事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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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考证说扶桑国在中美洲，我们的祖先比

哥伦布更早踏足那里，玛雅人的图腾中有扶

桑的线索。这些就留待历史学家去争辩吧。

扶桑是锦葵科常绿灌木，茎直立而多

分枝，高2～6米，树冠近圆形。叶互生，绿

色，长7～10厘米；阔卵形，形似桑叶，边

缘有锯齿。有一种扶桑的叶子是五颜六色

的，斑斑斓斓。它是扶桑的变种，名叫七彩

大红花。

扶桑花单生于叶腋，花大，直径10厘米

许。花有单瓣、重瓣之分；单瓣花漏斗状，

多为玫瑰红色，雄蕊筒及柱头超出花冠之

外。重瓣者，呈红、黄、粉等色，雄蕊及柱

头不突出冠外。 七彩大红花

12 13



扶桑常年开花，春夏最盛。它喜光，喜温暖湿润气

候，不耐寒；生性强健，抗逆性强，病虫害少，在我

国南方常常地栽作花篱，而在长江流域以北地区宜

温室盆栽。扶桑的花、叶、茎、根均可入药，有

清肺、化痰、凉血、解毒、利尿、消肿等功效。

扶桑花色彩鲜艳，硕大美丽，可与牡丹、芍

药有之一比。而且它一点儿也不娇气。每一朵花虽

然朝开暮落，但枝密花繁，常年花开不绝。再加上它

极易成活，只要是在温暖的地方，在路边墙根栽种下来，

它就会一年又一年，给我们带来一朵又一朵美丽的花。

无怪乎扶桑既叫佛桑又叫大红花，真够得上是大雅大俗的。让现代人看着身边这惹

人喜爱的花朵，去发古人之幽思吧。

2006年5月4日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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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你在五六

月份来到深

圳，马路边最醒目的植

物就是凤凰木了。

凤凰木是落叶大乔

木，树体高达20米，树

冠平展成伞形。它的花

有五瓣，花色艳红，有

一个花瓣则呈白色，耸

起像凤凰的凤冠。

凤凰木的叶子是二回羽状复叶，细细的叶子平平地四下伸展着，好似孔雀开屏。

它的荚果，形如弯刀，很硬，成熟后变暗褐色，昔日的孩子们拿来做玩具。成熟的

莢果裂成二片，种子掉出来落地自生。花朵、种子皆有毒性，不可

误食。

凤凰木的枝叶繁茂，树形优美，“叶如飞凰

之羽，花若丹凤之冠”，因此得名“凤凰木”。另

外，传说以前有一个航海家经过一个海岛时见到森

林中凤凰木花，一片火红，便惊呼森林起火了，所

以凤凰木又名火树。

凤凰木的原产地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十九世纪末由华

凤凰木FengHuangMu

凤凰木　苏木科　落叶乔木

        别名　红花楹　火树

14 15



侨引入我国，现在广东广西

福建台湾都有栽种，成为十

分受欢迎的观赏树。厦门、

汕头、台南把凤凰木定为自

己的市树。

凤凰木的花期是五月下

旬至八月，开花时节，浓密

翠绿的叶子在微风中摇曳，

火红的花朵遍布树冠，犹如

万千蝴蝶飞舞其上，真是美

不胜收。凤凰木的生命绽放

出最美丽的光彩后，就像凤

凰的涅磐，艳火焚尽一切，

来年再重生复始。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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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木的美，不是那种中国含蓄的美，不是欧洲优雅的美，也不是日本精致的美。

它是非洲的植物，有着非洲原始的的美。就像非洲的女人，穿着鲜艳的花衣裙，跳着热

情奔放的舞蹈，让我们感受到原始生命的活力。

印度诗人泰戈尔有一句名言“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我以为，最灿

烂之夏花，应属凤凰木了。愿天下的人们自由幸福，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像凤凰木那样盛

开出灿烂的花朵。

2006年5月28日

16 1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