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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牵牛花

史海钩沉

♣ 周振国

浣纱溪畔话西施

千年古县诸暨西南，当年那“林木葱郁，苎麻
丛生”的苎萝山已不复存在，但那条曾流经山下
的浦阳江，如今依然蜿蜒向北流去，只是江的两
边已换了人间。相传 2500多年前，西施便经常
在这山下的江畔漂洗苎麻、洗衣服，因此浦阳江
后来也被称为浣纱溪，以纪念这位千古美人，王
羲之神笔“浣纱”二字，便镌刻在江畔一块巨大的
浣纱石上。

西施本名施夷光，春秋末年，约公元前 504
年，出生在古越国句无（诸暨）苎萝山下的苎萝
村，其父卖柴为生，母浣纱补贴家用。苎萝村分
东、西两个村，村民大多姓施，施夷光在西村，所
以称西施。成语“东施效颦”中的那个丑女，因为
住在东村，所以称“东施”。西施天生丽质，据说
在浦阳江畔洗衣时，江中的鱼儿也因为惊艳于其
美貌而忘了游动，结果纷纷沉入水底，成语“沉鱼
落雁”中的“沉鱼”，便由此而来。

越王勾践三年，即公元前 494年，勾践的越
军在夫椒，即今江苏吴县西南，被吴国军队击败，
溃退到会稽山，即今浙江绍兴南，继而又遭吴军
围攻，被迫向吴王夫差求和，勾践带着妻子和范
蠡入吴做了奴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谋复
国，三年为奴生活结束获释后，他采纳了谋臣的
美人计，想利用吴王好色淫荡的弱点，献上美女
以惑其心，从而乱其政、祸其国，当时才十四五岁
的西施，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在越地遍寻美
女的勾践选中。据说在西施进京途中，沿途百姓
为一睹其风采，常闹得交通拥堵，行进十分困
难。护送西施的相国范蠡看到这种情况，便让西

施暂住在路旁的一座小旅馆里，并四处贴出告
示：“欲见美人者，付金钱一文。”结果愿意花钱饱
眼福的络绎不绝，以至“设柜收钱，顷刻而满”“留
郊外三日，得金钱无算”。事后范蠡将这些钱悉
数上交国库。这便是历史典故“西施卖相”，有人
还据此说范蠡乃史上美女经济第一人。

进京后，勾践又派范蠡对西施进行了为期三
年的礼仪歌舞等方面的培训，然后由范蠡护送入
吴。吴王见西施乃天下绝色，又温婉清纯、能歌
善舞，不顾相国伍子胥的劝谏，马上把西施收了
下来，并为她大兴土木，续建姑苏台，建造春宵
宫、馆娃宫。西施长于舞蹈，夫差就令人掏空了
御花园的一条长廊，放入大缸，用木板封盖，以此
作为舞台，西施便穿着系满铃铛的汉家舞裙，穿
上木屐，在上面起舞，舞步移动之时，铃铛声与木
屐踏在木封大缸上的回声相和，二者相得益彰，
夫差对这种富有创意的舞蹈十分满意，赐名“响
屐舞”。2013年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歌剧《西施》
中，便展现了这种舞蹈。据考证，响屐舞便是中
国最早的踢踏舞。也就是说，西施是中国踢踏舞
的首创者。

吴王长年沉迷美色，以至国事荒废，其间
越国不断壮大，与吴时有战事。公元前 473
年，越国再度起兵征讨吴国，吴国战败，逃到姑
苏山的吴王求和不成，用大巾盖脸，自刎而死，
吴国自此覆灭，西施下落不明，吴王用八年心
血为西施修建的姑苏台被越兵付之一炬，成了
一片废墟。

吴国被灭时，西施刚三十出头。关于西施的

下落，正史没有明确记载，民间传说或野史主要
有三种说法，一是自缢身亡。说西施助越灭吴
后，一方面感到欣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另一方
面也感到内疚，觉得对不起吴王夫差，在一种异
常矛盾的心理中不能解脱，最后自缢于馆娃宫
内。二是被人沉江。有说被吴人沉江，有说被勾
践沉江，有说被勾践的老婆越后沉江，还有说被
范蠡沉湖的，这些传说的背后有个惊人的共同
点，就是都把西施当成了红颜祸水。所以吴国灭
亡几十年后，墨子曾感慨：“西施之沉，其美也。”
唐朝诗人罗隐则以其诗《西施》发出诘问：“家国
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
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第三种说法，就是较为盛行的范蠡携西施泛
舟而去。这种说法有的典籍上有，譬如《越绝书》
有载：“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文学戏剧作品大都这么演绎，并且据说山东肥城
陶山还有范蠡和西施墓。但事实上，这第三种说
法最无可能，原因很简单，范蠡志不在儿女私情
上，且当时他已动了离开勾践的念头，伴君如伴
虎，勾践将怎么处理他还不好说，在自身吉凶未
卜、前途难料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再带着事实上
是另一个麻烦或烫手山芋的西施私奔。范蠡睿
智而练达，坦荡而潇洒，杀伐决断坚如磐石，他不
可能这样做。何况他有妻子，还有三个儿子，离
开勾践后他一直和妻儿在一起经商创业，这在
《史记》等史书上都有记载。

其实，之所以西施范蠡爱情传说比较盛行，
无非是英雄美女符合世人的审美观，或许更有后

人对西施命运的一种美好祈愿；而事实是，随着
吴国的灭亡，西施的小命大概率是和她的使命一
起结束了。

“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一破夫差国，
千秋竟不还。”李白诗《苎萝山》表达了后人对西
施的怀念。千百年来，西施在国人的心目中是
美的化身，美的代名词，古代四大美女西施、王
昭君、貂蝉、杨贵妃，西施居其首；西施还被喻为

“荷花仙子”，凡画西施之图，莫不配荷花，寓意
西施的美清纯而洁净；成语“情人眼里出西施”，
是说天下有情人看自己的恋人，都美得跟西施
一样；而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施传说”更是从不同角度歌颂了西施的美
丽以及她的善良和以身许国、为国献身的精
神。西施之美其实有一种悲情之美在里头。一
个在江边和小姐妹们浣纱嬉戏的小姑娘，因为
长得好看，一不留神背负上了复国的使命，十多
年光阴深陷敌国，与虎相伴，而至复国梦成，鲜
花美酒没她什么事，却还要被视为祸水，小命像
草芥一样任人处置！

然而事实上，可以说苎萝山还在，只不过经
千年变化，它已变得平坦如地，而后人为纪念西
施，便在它平坦的山体上修建了西施殿。如今，
又在西施殿的基础上，规划修建了总面积 1.85
平方公里的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是一处以西施
文化为主题、充分展示古越历史和故里风情的
人文风景旅游区，也是诸暨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当然更是后人探访或追思美人的一方美丽
神奇的土地。

胡杨生辉胡杨生辉（（国画国画）） 闫天友闫天友

前 不 久 ，我 应 邀 去 一 位 老 友 家 做
客。他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皓月
清辉吃茶去，烈日金光拿酒来。”字体遒
劲有力，犹如古碑，寓意亦雅亦俗，亦庄
亦谐，甚得我心。

“ 吃茶去”用的是河北柏林寺赵州
和尚的典故，赵州禅师从谂佛学造诣深
厚，名气在外，很多僧人或居士纷纷前
来请他释疑解惑，开启悟性。但不论问
什么问题，老和尚都是冷静的一句“吃
茶去”。“拿酒来”则出自于现代京剧《智
取威虎山》里侦察英雄杨子荣与座山雕
的对白与著名唱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壮志未酬志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
洒热血写春秋。”

“吃茶去”与“拿酒来”，一冷一热，是
两种不同的处事方式。“吃茶去”寓意为
遇事要冷，不能冲动，要揆情度理，考虑
好前因后果，三思而后行。“拿酒来”寓意
为做事要热，有工作热忱，干事业热情，
热气腾腾，热火朝天，有豁出去的决心，
拿出十二分的干劲，不干则已，干就要干
出名堂。这一冷一热结合起来，才能干
对事干成事干好事。大同云冈石窟景区
入门处，树有北魏昙曜和尚雕像，他是石
窟的创建者。选址时，他冷静思考，反复
勘探精心计划，选中了石质、地理、交通
最佳的武州山。开凿后，他全力以赴，废
寝忘食，夜以继日，殚精竭虑，一干就是
几十年，热情始终不减，终于带领石匠们
创造了这一奇迹，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宝
库中的瑰宝。在昙曜和尚身上，就实现
了冷与热的最佳结合。

“吃茶去”与“拿酒来”，一清一浊，体
现了两种可以互补的人生意味。一杯清
茶可沁人心脾，解暑消乏，令人头脑清
醒，不出狂妄之语，不做糊涂之事。一壶
浊酒则能活跃气氛，愉悦心情，大量分泌

多巴胺，即所谓无酒不欢；还能激发创作
灵感，就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有时
要如一杯清茶，做人清白、处世清高、做
官清明、心地清湛、行事清新；有时要饮
一碗浊酒，接地气，近百姓，说家常话，食
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看云舒云卷，赏
花开花落。当清则清，如一潭碧波，清可
见底；当浊则浊，“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
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吃茶去”与“拿酒来”，一雅一俗，显
示了两种审美情趣。吃茶之雅，茶壶要
造型精美，茶杯要精致小巧，茶叶要讲究
名贵，就连烹茶之水也要有相当的质量
要求。喝酒之俗，则在于痛饮二字，江湖
人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军旅人是醉卧
沙场，挑灯看剑；文人骚客是“一曲新词
酒一杯”“莫使金樽空对月”。静时品茗，
动时饮酒，茶以安心，酒以壮胆，有此雅
俗交集，方为不虚人生。

“吃茶去”与“拿酒来”，一文一武，
说明条条大路通罗马，念佛修行亦各有
办法。赵州和尚文质彬彬，博览群书，
几十年如一日“吃茶去”，苦修不辍，终
于成了柏林寺院的高僧大德。花和尚
鲁智深武功盖世，平生最喜“拿酒来”，
最后也修成正果，在杭州六和寺圆寂，
追赠义烈昭暨禅师。可谓“酒肉穿肠
过，佛祖心中留”。

“皓月清辉吃茶去”与“烈日金光拿
酒来”，小对联有大道理，家常话含深寓
意，也是活色生香的生活禅。一茶一
酒，体现了人世间的冷热均匀，静动相
谐，雅俗共赏，清浊互见，文武双全，最
后是万宗归一，融合自然。

人生的真谛就在于，该吃茶便“吃
茶去”，吃得两腋生风，脑清目明；该饮
酒便“拿酒来”，喝他个酣畅淋漓，快意
人生。

聊斋闲品

♣ 陈鲁民

“吃茶去”与“拿酒来”

♣ 高晓倩

《野泳去》：让一切都变得陌生的蛙眼视角

英国自然文学大师罗杰·迪金的代表作《野泳去》
自出版后，即成为有口皆碑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语
言，赢得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是自然文学的经典之
作。本书起源于美国知名小说家约翰·契弗的短篇小
说《游泳者》，小说的主人公在派对后决定游泳穿越各
邻居家后院的泳池，顺着水路回家。

游泳爱好者罗杰·迪金经这篇小说启发，开始了自
己“游”遍整个不列颠的计划，不是环游英国，而且沿着
英国的河流湖泊，从其间穿游而过。正如他在书中所
言：“我想要追随雨脚，随着它在我们的土地上一路蜿
蜒，直到最终奔流入海，从而挣脱一辈子在泳池中不断
往返带来的挫败感，以避免像一头在笼中来回踱步的
老虎一般，无数次重新回到原点。”做好准备之后，他开
始自己长达一个月的旅行。在这趟旅行中，他游过河

水、小溪、瀑布、泥浆、深潭与大海，当然也有浴场和泳
池。他有时穿着如同香蕉皮的潜水服，有时也能解放
天性，与水肌肤相亲。在水中，他与青蛙、水獭、黑水
鸡、鳗鱼同游；在水面，他以山楂树、梣树树梢的高度，
与狐狸对视、看着豆娘与蜻蜓在眼前翻飞、老鹰盘旋而
来、红尾鸲在树枝间跳跃；出水后，他躺在有小昆虫和
委陵菜、景天、鼠尾草、百里香、酸模、紫花欧石楠、毛地
黄的草地上晾干自己。《野泳去》记录了这一个月中他
的所见所闻与所感。

迪金的这本书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使其成为如此
美妙的旅行伴侣，除其精准的描述和深刻的人性之
外，还在于它的颠覆性。在野外游泳，远离健康与安
全，没有人监督，往往没有人注意，这种行为在某种本
质上是一种安静的反抗行为。

民间纪事

♣ 白志超

槐香月影

一抹晚霞，山村微染。淡红的霞，温润的夕
光，山谷吹来清爽的风，又一个氤氲的傍晚。一
缕淡淡的幽香飘来，多么熟悉的味道，抬头寻去，
哦，原来是大门外那棵大槐树，白中泛青的槐花
已缀满了枝头！来得那么突然，又是那么自然。

槐树的树干呈灰褐色，布满了沟壑般的裂
纹，透着沧桑，怀着古朴。遒劲的枝杈间，隐藏着
古老的秘密。墨绿的槐叶、嫩绿的新枝，萌发出
一缕缕蓬勃的气息。槐树下有几个石凳，那是爷
爷为了方便乡亲们乘凉，自己寻些石头，又一块
块砌摆的。老家的地势比大路高一些，父亲为了
保护槐树根部的土，用了整整三天为槐树垒砌了
一道护墙。现在，干企业的二鹏叔又为树下添了
两个排椅。因为这里是乡亲们心灵汇聚的地方，
也是月下河洛大鼓唱响的地方。

曾记得月明风清的某个夜晚，铺着红丝绒
的说书桌早已摆好，村里大鼓艺人张妮就是今
晚的主角，只见他右手敲着“咚咚”的书鼓，左手
摇着“叮当”的月牙板，他的嗓音沙哑而又粗犷，
在坠胡、三弦的伴奏下，时而高亢激越，时而潺
潺如水，唱出了英雄豪杰，也道出了人间悲欢，
这说书声成了月下槐影里最美的旋律。也记得
老支书扯着嗓子在树下高声宣布：“今年的小麦
又丰收了！”那震耳的声音，至今还在耳旁回
响。最有趣的还是槐树下看电影。那时，不管
谁家婚丧嫁娶，还是孩子满月、老人过寿，都要
请乡亲们看场电影。放电影前的拉绳子，扯银
幕，都是我最乐意干的事情了。天黑了，槐树
下，黑压压一大片，人头攒动。除了乡亲们自己

带的小椅子，木桩、石块也是观影的天然座位。
电影开始前，场面喧闹而纷杂，孩子们嬉戏着，
大人们调侃着，卖瓜子的忙碌着，静谧的月夜开
始了躁动。“忽”的一下，放映机的灯熄灭了，银
幕亮了起来，树下逐渐安静下来，大家出神地盯
着银幕，世界之大就浓缩在平方之间，人性之美
也展现在天地之下，每个人的心跳都随着剧情
在波动。银幕里演着台上的内容，银幕外也在
演着青春的剧目，那些青年男女早就秘密约好
了，你若留意，就能发现一对对小情侣台下的节
目，拉个小手，打个情骂个俏，那月老儿看了都
要羡慕几分。

随着时代的变迁，露天电影成了美好的回
忆，河洛大鼓也少了激情的看客，唯有这年年盛
开的槐花，还凝结着浓浓的乡情。每到苏轼眼中

“郁郁纷纷醉万家”的时节，香似琼花的槐花开
了，又到了母亲分享槐花的季节。她总说：“槐花
给大家都分些，咱自己哪能吃得完。”捋槐花的日
子总是热闹的，左邻右舍都来了，也有从城里回

来的。那些俊俏的小媳妇捋起槐花来，总不忘往
嘴里送几口，引得树上的蜜蜂围着她们转起了圈
圈，好像在抗议这些人抢了它们的蜜源。捋好的
槐花淘洗几遍，不管是蒸、是炒，还是包饺子、蒸
包子，都是可口的美味。最后，母亲还叮咛我给
该来而没来的人送些槐花。

月光如洗，槐影绰绰。晚上的槐树下，更热
闹。吃过晚饭，大家好像事先约好了似的，三五
成群，坐在槐树下的长椅上、石凳上，开始了漫
聊。“嗝，嗝”几声槐花味的饱嗝，也夹杂在嘻哈笑
闹中，也不会有人去在意。老人们颤巍巍拄着拐
杖出来了，他们斜靠在藤椅上，听着大伙儿的聊
天，就像听他们自己的故事。大人的事，孩子的
事，工作上的事，地里的活儿，都是这里的话题。
李婶是个大嗓门，她和老伴种了三亩石榴，经常
给大伙扯石榴的话题，今晚又嚷起来了：“今年地
里有墒，石榴长得可宣了，大家到时候一定去帮
我摘石榴呀！”白婶紧接着说：“看你说的，哪一年
没去给你摘石榴？今年第一个去给你家摘！”张

奶奶略带自豪地说：“咱们村的风气就是好，互帮
互助多少年了！谁家婚丧嫁娶、收庄稼不是你帮
我我帮你？就不用犯愁。”当然，每天的政治热点
也是年龄大一些的男人必不可少的话题。有时
候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也会争得脸红脖子粗，
但这一点并不影响和睦的关系。

乡村的大孩子在月下飘忽不定，一会儿，从
村东飘到村西；一会儿，又从南山爬到北山。小
孩子也不肯回家入睡，围着大人转着圈、打闹
着。我们这些不大不小的孩子也有自己的圈子，
找几块石凳，聚在一起，谈古论今：三国、水浒、聊
斋、武侠……无所不谈。

微风送来淡淡的槐香，丝丝缕缕，飘浮在空
中，黏在屋檐房角，给屋子增添了诱人的味道；飘
落蜂房鸡舍，给它们带来熟悉而又自然的享受；
穿过果园菜畦，似一阵别样的香风掠过。这种诱
人的清香，香而不腻、淡而不寡。悄无声息地飘
入人群，笑语有了，烦恼没了；矛盾少了，人们情
谊重了。槐香袅袅的月光里，人们低声私语着，
高谈阔论着。远处水墨般起伏的山峦，若隐若
现，一晕淡墨消失在暮色深处；近处月影中晃悠
着墨绿透亮的槐叶，洒在地上已成斑驳、颤巍的
碎影，犹如一个晃悠的夏梦。月色撩人，槐香疏
影，那些浪漫的人早已沉醉在花香月夜里，凝望
那片圆月，遥想嫦娥仙子是否悔吃了那颗仙丹，
广寒宫的孤冷哪及人间的温暖呀。

我闻着槐香，听着河洛大鼓，沐浴着山村的
月光，在这里慢慢长大，树下的故事就像一个个
跳跃的音符，奏着时代的弦音。

清晨散步，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是路
边冒出的一片牵牛花，体态娇小，却伸展如
精灵，风情万种。

牵牛花枝头轻盈，一根根细长茎青绿色，
毛茸茸的，轻巧地缠绕在草茎上，缠了一圈又
一圈，恣意地扩张着自己的领地。一片片小
扇子般的叶子，椭圆心形，鸭掌似的，像碧玉，
像翡翠，蓬勃，茂盛，几乎要把藤遮盖住。

它的叶腋下，伸出长长的花柄，花蕾形似
紫玉簪。此时，喇叭状的花朵色彩缤纷，蓝
的、白的、粉的、紫的，一片绚烂。蓝的似宝
石，白的如脂玉，粉的像新嫁娘的脸，紫的像
玛瑙，润泽，娇嫩。阳光柔和，风拂花动，像是
少女舞动旋转的罗裙，婀娜多姿……

空气清新，牵牛花可人，饱览绿叶丛中繁
星一样点缀的风景，别有一番情趣。不由自
主地，想起儿时的歌谣：“牵牛花啊牵牛花，嘀
嘀嗒嗒吹喇叭，爬过篱笆爬树梢，牵着老牛过
鹊桥……”“牵牛花往上爬，爬到屋顶吹喇
叭。哒嘀嘀，嘀嗒嗒，谁愿跟我上天耍？”

在乡间，随处可见牵牛花凌风盛开。牵
牛花不择地势地利，不用施肥、灌溉、除草，
不管土质肥沃、贫瘠，也不管天旱地涝，都会
茁壮生长，开花结子。

牵牛花枝蔓青嫩坚柔，蓬蓬勃勃，有的
攀过墙头，有的爬上树枝，有的花绕竹篱，藤
蔓抛出优美的弧线，看似温柔，却一直在坚
韧顽强地攀登着；花朵或低垂或侧倾，花色
繁多且鲜艳，恬淡秀丽，不知疲惫地开放
着。即便是匍匐在路边、沟壑旁，牵牛花也
一样昂起头，向着蔚蓝的天边追赶阳光，讲
述着自己的故事。

在《花果小品》里，“补白大师”郑逸梅先生
这样描写牵牛花：“偶过村舍，见篱落间蔓生牵
牛，其时晨露末晞，花开殊盛，厥色浅碧，微带
赤红，形似漏斗，别有一种野逸之致。”好一个

“野逸”，恰如其分，极其贴合牵牛花的气质。
“秋赏菊，冬扶梅，春种海棠，夏养牵

牛。”牵牛花花期长，但每个单体花朵大都朝
开午谢。牵牛花花冠大而薄，因其形似喇
叭，民间称它为“喇叭花”。夏末秋初，清晨
四时开始绽开，到七八时整个喇叭全部打
开，它用小喇叭去吹起晨光，像勤劳的村妇，
人们尊称它为“勤娘子”。牵牛花清晨开放，
欣欣向荣，午后闭合，似易逝的青春容颜，人
们又称它“朝颜”。

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许寿裳记在东
京伍舍住时，“伍舍的庭院既广，隙地又多，
鲁迅和我便发动来种花草，尤其是朝颜，因
为变种很多，花的色彩和形状，真是千奇百
怪。每当晓风吹拂，晨露湛湛，朝颜的笑口
齐开，作啪啪的声响，大有天国乐园去人不
远之感”。

对此，有人这样描述牵牛花：一些有心
保留却无力留住的美好。 牵牛花“清晨始
开，日出已瘁，花虽甚美，而不能留赏”，但又

“好在它生生不息”。就如李渔所言的那样：
“虽短暂而有定数。”

很多人认为田旋花是牵牛花，其实不
然。田旋花与牵牛花均属旋花科，花朵有近
似处。回旋花形状呈漏斗形，花为合瓣，其
花片图案极对称。摘一朵，手指稍一捻动，
对称的图案旋为一体。传统古建筑中，早就
使用旋花纹状。这符合《本草纲目》的记载，

“其花不作瓣，状如军中所吹鼓子，故有旋花
鼓子之名。一种千叶者，色似粉红牡丹，俗
呼为缠枝牡丹”。

鲁迅也曾言：“旋花一名鼓子花，中国也
到处都有的。自生原野上，叶作戟形或箭镞
形，花如牵牛花，色淡红或白，午前开，午后
萎。”田旋花在日本称为“昼颜”。

牵牛花的名字有些费解，说法纷杂，不一
而足。一说是因为花朵内有星形花纹，花期
又与牛郎织女相会的日期相同，故有此名。
一说，在乡间牵牛花遍地可见，牵牛花藤繁叶
茂花艳，老牛喜食。以其藤叶可以招引散牧
的牛来吃，乘机抓住缰绳牵牛回家；以其藤作
绳穿在牛鼻子上，可以牵着牛走。但公认的
是，“此药始出田野，人牵牛谢药，故以名
之”。它的名字，与药用有关。

“近人隐其名为黑丑，白者为白丑，盖以
丑属牛也。”牵牛花种子粒大，有黑白两色，
富含树脂苷、色素、脂肪油、有机酸等成分。
《本草便读》有它的用途：泻肺行痰，消胀逐
邪于气分，性味辛温有毒，搜风导滞，通肠利
水达胞宫。

阳光柔和的光泽洒在薄如蝉翼的花朵
上，那种素雅婉约的美丽，那一刹那的芳华，
给人们以惊鸿之美。牵牛花喜欢攀爬，最适
合做小庭院及居室窗前遮阴、小型棚架、篱
垣的美化，也可做地被栽植。随性藤蔓往上
不停地伸展和攀缘，一个个小喇叭挂在绿叶
上，一路点亮着一个个灯盏。“一朝引上檐楹
去，不许时人眼下看。”晨阳初上，微风吹过，
沾雨带露的花朵吹出流动的音符，与虫鸟和
鸣，逗引蝴蝶蹁跹。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最喜欢牵牛花，
年年都在院子里栽种。牵牛花在大清早开
花，他常在牵牛花香中锻炼身段，细腻地观
察牵牛花的风姿绰约、秀冠柔条，仔细地揣
摩塑造真切的人物神态，丰富提高自己的
表演艺术。《贵妃醉酒》中，贵妃赏花时柔和
的“卧鱼”身段，生动、传神、完美，似乎透着
牵牛花矫健中的妩媚、简约中的率真、玲珑
中的纯美。

20世纪20年代，齐白石和梅兰芳相识，
相处甚欢。齐白石来到梅家，看到院中硕大
的牵牛花时，先是惊讶，接着欣喜若狂。过
后，老人说：“梅家植牵牛花百种，花有极大
者，巨观也，从此始画此花。”他在自己画的一
幅牵牛花画上题曰：“余从来画此花，大不过
观钱大。自过梅家，画此大花，犹以为小也。”

♣ 任崇喜

荐书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