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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草木诗经》

内容概要

为一百种植物立传、留影、咏诗，最适合夏日携带、去绿地畅游的心灵氧气读本。
全书四色，精致印刷。赠送古风花卉藏书票一枚，六款随机。
加赠“花月令”一套，其图出自绝版古籍《梅园百花图谱》，其文出自明朝程羽文《花令》。
——————————————————————
草木无言， 静静生长。人在其畔，依赖其恒久沉默的启示。《诗经》有144篇涉及植物，《楚辞》以
香草喻君子、恶木喻小人，唐诗中也载满梧桐清秋、芭蕉夜雨。
子梵梅撷取100种花园绿地随处可见、却常被忽略的植物，以“本草拾遗”解读其前世今生、文化意象
，邀请知名博物学者、摄影家莫非一起拍下它们最绝美的瞬间，并为它们写下100首楚楚动人的现代诗
，与古诗古文相映成趣。
——————————————————————
植物和文学的结合自古就有，例如《诗经》、唐诗、宋词中就有许多优秀的草木诗名篇，相比之下，
子梵梅更加关注植物的内在美。——《海峡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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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草木诗经》

作者简介

子梵梅，作家、诗人。福建龙海人。已出版《缺席》《诗歌集》《还魂术》《一个人的草木诗经》《
秘密的瓶子开着花》。现居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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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草木诗经》

精彩短评

1、如果说最大的不满是什么，就是开本了。这书的封面是很容易就破损的，想包个塑料的书皮都没
有办法，太纠结了。
2、没认真的看，介绍还是有意思，涨姿势哈哈~
3、恩，可能和我的风格不符吧，不知道为什么评价这么高，不怎么好看的说····
4、都是泪
5、准备分享的书,带着走入草木园子,写的诗不太喜欢,配的诗词如果有注释就好了.主要看图,还有写的
故事和介绍,长知识~
6、与诗经、楚辞、唐诗的结合的想法很好呀，但配的现代诗就相形见绌了。
7、可以说，很浪费纸张么？文字完全配不上那些花草哇。
8、对于自然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即便大同小异，草木控仍然表示这样的书再多也不觉得乏
味。插图不错。
9、读的是蓝色封皮的那版
10、鼓浪屿上的咖啡店店主的作品。

11、很漂亮呀！还有藏书票送，内容也美的很，草木控必备
12、泛灵论 政治不正确 低分
13、草木有情，有时飘凛。
14、一本披着文艺外表的科普读物
15、（201512X）区图：I267/17444  一百度科普+一首诗经+一首自己的解读诗 全篇完
16、有那么多的花花草草，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7、草木无言，静静生长。自然赋予多种生命，草木生灵在肆意的生长，组建了多彩丰富的世界。学
习植物孤芳自赏的强大内心。
18、纯粹为了看草木的名字和图片，发现以前默默地读错好多字。如有庭园，要有荷有合欢，
19、很漂亮。难得的是里面的诗写的并不差。
20、图文结合，附有诗歌
21、可以读上几遍的书
22、图片很精美 水陆草木都涵盖了 但我确实欣赏不来作者自己的诗。。。
23、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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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草木诗经》

精彩书评

1、1989年的夏天，子梵梅做了一个梦。梦里她身处大山深处，天际笼罩在黑云之中，她像婴儿一般蜷
缩在森林中的大树下。那些大树张开厚重的树冠，将她紧紧环抱，她紧张的心跳被安宁所替代，烦躁
的情绪烟消云散。醒来之后，她把这样的情绪写在了她的诗歌里。那时她爱上了诗歌，同时也爱上根
艺制作——也就是根雕。她需要坐在“突突突”的拖拉机上面，前往深山里挖掘枯木树根，再带回来
精心雕刻。那会儿已经小有成就的子梵梅，甚至还办过“盆景和树根雕刻展览”。在与大山的相处中
，她越发爱上了静默的植物。她喜欢把自己交付给大山之间，并嗅觉出植物叶茎散发的自然气息。安
抚她的除了大山间回荡的鸟鸣与云风，还有就是诗歌。诗歌写作成为子梵梅感情宣泄的出口，在朋友
眼中安静却有一点冷傲的她，诗里却长满了力量的枝干。2008年她在云南旅行，写下了组诗《狼毒花
》，她为此说：“我一直希望做一个歌咏者，一个行吟人，一个民歌手，心怀里有吟咏的冲动和朝盼
。这一年，我在香格里拉写下了四十首短歌狼毒花，是一口气写下来的，觉得身心性灵都沐浴在一种
无法言喻的幸福里，这是很少有的感受。”选择我梦见的余生太长，被无限地推移，没有尽头/这不是
嗜好，是伤逝/它在无波的水面画下的，那一堆拥挤的圆/静止着一大片钱币状的不快/抚慰太低了，够
不着/够不着，那薄酥饼状的抚慰——子梵梅《荇菜》在诗歌评论家陈仲义眼里，子梵梅给他的最初印
象还保留着：隐隐颧骨中，如果没有藏着一种冷丽的孤傲，嘴角边也似乎隐约着一丝嘲讽；这是一个
难以被归类的诗人，有刻薄的眼力，或者说富有穿透性；写作日益从容，得益于某种自我纠正，自我
发掘的能力，在特立独行中往往剑走偏锋。这种特立独行表现在子梵梅的“选择”。在经历了根艺制
作的痴迷后，她把目光投向诗歌，并在一系列诗歌创作后，开始反思当年的“雕刻”，她说：“我不
再雕刻树根了，那会儿我还挖过一些活着的树木的根系。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她开始对植物着迷
。在出版了诗集《缺席》、《还魂术》等著作后，她的《一个人的草木诗经》更是内心的一种选择。
她在自序里写道：“草木无言，静静生长。人在其畔，依赖其恒久沉默的启示，深入草木内部与它相
濡以沫，直至常住其间而浑然未知，这是我的心愿。”她选择为100种草木吟一首诗，写一篇传，留二
三影。百种植物大多来自《诗经》、《楚辞》和唐诗。每一种植物的写作都由引文、本文、注解、图
像四者相映成趣，相互印证，形成语义丛生的效果。陈仲义这样评价《一个人的草木诗经》：飞蓬的
浪漫之于亲情的脆弱，木犀的馥郁之于慈悲的广披，麦冬的坚韧于困顿中挣扎，忍冬在隐忍中反叛起
义；由菩提树逆引出“人如牢狱/要到里面签到”的感慨、从芍药与牡丹的捉对厮杀嘘唏风流历史的“
内伤”；写两米多高的青蒿，身怀腋臭和坏脾气的“自矜”，写白兰，声息全无的毁灭，也写穿心莲
刻骨的痛感体验⋯⋯100首现代草木经，前有引文开道，后有注解簇拥，旁有精美图像衬托，极为丰满
的内涵和足够的想象空间，一点也不逊于诗人陈先发的“乔木们”。最开始的写作只是源于兴趣。她
写蒹葭，因为主观上喜欢这两个汉字；她写桑、麻，因为这两种植物在先民的生活场景中是随处可见
之物，但现在倒成为观赏植物或者教科书上的陌生词汇了。“但愿你能理解我恳切的心情，”她说，
“现代化的冲击和遥远田园的悠闲相比，人们离自然越来越远了。”伸展火烈鸟的红舌头披肩/晚霞倒
映，海洋恬静/白霜的重量使它微倾/它眼花，疲态毕现/风骨朝向阴影/一转眼，隐身于苍茫的经卷——
子梵梅《蒹葭》“有一日，这一个人站在花架旁，一边轻轻拨弄着挂在花架上绿萝的枝叶，一边轻轻
地低语：看啊，多干净！此时，我看见那绿萝抖了抖翠绿的身子，添了几分精神。”这是诗人威格眼
中的子梵梅，一个可以和植物对话的人。子梵梅相信植物之身皆附灵性。每一次进山，或者去一次田
野森林，她都一身草叶之汁湿淋淋地回来，那种与花草交融的神秘与惬意，无人能解。越过硕大的花
朵和修长的花茎，埋首于草根地气，深得植物的呼吸，子梵梅说“这种生活我已秘而不宣20年”
。2006年，她把写作的十几种植物的诗歌和随笔传到天涯博客上，很快引发了网友的大量跟帖，也吸
引到出版人金马洛的注意。金马洛的眼光独特，他喜欢子梵梅文字里那种“慢生活”的韵味。他说，
我们的生活太忙碌，常常无暇享受室内居家的植物之美，无暇去欣赏郊野的植物之魅。因为基本的事
实是，很多植物我们根本叫不上名字、说不上来历。都市里的各种职业人，太需要亲爱的大自然了。
同时，他敏锐地嗅觉到了子梵梅关于草木诗经文字的价值：目前已经出版的文字样式的有关草木的著
作，只见散文配图集，或根据植物摄影作品进行诗意阐释，尚未见到用现代诗歌诠释草木的文本。而
子梵梅的文字带给读者的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植物解说，而是给那些对大自然充满感激和敬畏之心的读
者一次不同视角和视野的探测与发现。因此，这些文字不热衷于科普，也不钟情于花前月下，只是原
原本本地从人的草根性和草木的内在精神出发，去抵达草木与人的共通之处。书中100多幅植物照片来
自于子梵梅的相机，自如地舒展着它们的身姿，大部分是子梵梅踏雪寻梅般拍摄而来。照片精彩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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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草木诗经》

，栩栩如生，其色彩、构图、选角几近专业，且能见拍摄者匠心独运的镜头感。于是，植物惊艳般地
亮相，尽管其中一些草木也较为常见，然而它们出现在子梵梅的镜头前似乎是第一次与世人相见，如
初生婴儿般的裸露出纯净的肌体。它们是那么乐意地在子梵梅的一台普通数码相机前摇曳着。由于地
缘关系，北方的一些植物是由诗人、摄影家、博物学者莫非帮助拍摄的。他背包里背着子梵梅的书，
按“文”索骥寻找对应的植物，走遍北京各大园林寻觅拍摄对象。子梵梅在书中表达了对朋友帮助的
感激之情，并说“是借助草木的力量，才得到这位孤傲的人的倾情相助”。自在它在惊险中睡去/醒来
华发如银，河山变新/大风雪领着一群无知的孩子在滑行/一群粉红的孩子，他们在天地的纵容下/前往
流水的都市/雕栏玉砌的故园/它们一齐喷跑过去/狂欢于毁灭性的万丈落英——子梵梅《梅》“子梵梅
”是刘静如在80年代末开始写诗时使用的笔名。其实，子梵梅是一位已有20年教龄的中学一级教师。
“你以为我只会写诗啊？”她说，教书和写诗并不矛盾，她早就习惯了“双重身份”，走进教室是老
师，对同学们说“不能谈恋爱不要染发”，业余时间则沉浸在诗文的世界中。渐渐地，当学生知道老
师的另一重身份时，他们必定会好奇地问：老师，诗人是一种职业吗？老师，写诗是不是可以挣很多
钱啊？还有学生说：为什么老师不写小说，像韩寒、郭敬明那样？诗人总有一股童真，子梵梅上课更
多了些自由和民主，她不喜欢站在讲台上，而是喜欢站到学生中间，学生也喜欢和她沟通。她曾问一
名学生：假如没有高考，语文你会怎么学？学生说，我就看鲁迅全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
。有学生上课时偷偷读《史记》，子梵梅让他堂堂正正地把书搬到桌上读。为了让学生视野更加开阔
，子梵梅也跟学生们聊自己的旅行或者进入深山的经历。她在课堂说，去年我深入到大凉山腹地的布
拖、昭觉，独自一人⋯⋯学生们迸发出惊讶的呼声，也愈发崇拜这位诗人老师。“这么多年了，我有
自己的教育方法。”子梵梅说。她希望教出来的学生内心柔软、充满良知，成为正直的人，她写诗的
出发点也有这样的原因。2013年，一个叫苏羊的女子找到子梵梅，邀请她去“能仁书院”讲授植物学
。苏羊写过很多书，她那本讲述自己在云南香格里拉藏文学校的支教笔记《在藏地》，感动了很多心
中有梦的年轻人。从云南回来后不久，苏羊在雁荡山创办了“能仁书院”。“向孩子学习，向内心学
习，向大自然学习”是能仁书院的教育理念，书院设置了语文、数学、英语、自然、音乐、诗歌、种
植、武术等课程。诗人、植物爱好者子梵梅欣然应约前往，结庐深山，讲学书院。满眼的山花和树木
，呼吸着清新空气，这般世外桃源式的耕读人生，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国”。雁荡山远离尘世喧
嚣，绿树成荫，学院的飞檐在绿色的掩映中露出尖尖的一角。呼吸着大山的气息，子梵梅闲庭信步，
与植物相伴相随，这本是她衷情之事。在“向自然学习”的观点上，她更和苏羊不谋而合。与孩子们
徒步山里，子梵梅沿途教他们认识各种植物，她说话语速慢，柔柔的不急不缓。在植物的簇拥下，孩
子们的内心敞开，一张一弛地吸收着大自然的营养。她说：“孩子们不一定自己懂得去了解大自然最
大的秘密宝库——植物，他们需要引导。但是，亲近大自然其实是人类的本能，它是每个人最后的归
依。站在草木丛里，会有一种接上生命源头的暖流从脚底涌上身来，这种暖流告诉我们去爱，去体恤
和触摸。这是一本值得终生慢慢阅读的书。”子梵梅继续在写诗，诗歌是氧气，能让她自在呼吸。诗
人鲁亢在《致子梵梅的一封短函》里说：你那么相信文字，相信诗的拯救之力，我为之晕眩，之后，
隐隐地被感动到了。我想起第一次在福州见到你，在芍园酒吧的诗歌晚会上。有人告诉我，你是厦门
舒婷之后最好的女诗人。我惊讶不已。那时我的感觉，诗对子梵梅是多么重要。诗有可能在她需要帮
助的时候，向她吹了一次又一次的仙气，直到她度过晦暗，脱离最暗的地方。植物，让子梵梅对造物
主的巧妙充满感激。现在，她缩回那只向植物索取的手，不喧不躁地和草木相处。在她的安稳呼吸和
植物的清澈气息里，能听见子梵梅和草木平等相待的同声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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