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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

作者简介

Lens杂志2005年创刊至今已经10年，持续且稳定地刊登优质影像阅读内容，近10年时间，拥有超过30
万核心受众群、超过31万的微博粉丝、25万微信粉丝，其中不乏有政商学艺媒等多领域的精英和意见
领袖。Lens品牌已被公认为中国最有品质和品味的影像阅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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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

书籍目录

1.“关键在于与真实的世界、真实的自我有着亲密的接触”
2.无用而美好
3.在行走与寻找的过程中，植物驯养了我们的感情
4.重回荒野
5.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东西方文化中花的意趣
6.从曲径微花到过度繁复的美学
7.我的花园是我最伟大的杰作——艺术家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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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的书。讲了人与自然这个永恒的主题
2、当时好像是刚刚看到出刊就迫不及待地买来⋯花朵与我，我与世界/这本看的很过瘾！
3、内容比封面好看
4、最近以为自己要患上抑郁症了，这本书和电影《意外制造公司》一起看的，搞不清楚是哪个治愈
了我。
5、就我一个人觉得有些选图实在尴尬吗···
6、审美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审好”，好的东西未必美，“好”是各个方面的。
7、超级喜欢这期，以花为主题，介绍各种棒棒的东西，大开眼界的同时真的很欣赏里面的作品，无
论是油画还是摄影，美得不要不要的！
8、看过一点点
9、让我渴想花的世界
10、喜欢Lens的摄影。怎么看都很舒服。
11、文字排版有点反人类
12、好，但还没有好到五星。少了一点让人冲动打五星的激情。全书最喜小龙的《从曲径微花到过度
繁复的美学》。
13、乏善可陈
14、重新燃起摄影欲
15、非常非常喜欢的书，看书的时候像是在花园里散步，心静，一起漫步在书里的感觉。
16、欣喜的是Lens赋予“花朵于我”这本期刊的存在。遗憾的是书内多为图片的解说，不尽兴。
17、图片很美；花儿对人真的是有影响的。
18、生活中就需要这样一些无用而美好的事物⋯
19、别有洞天  还可以再深一点
20、花花很美
21、修饰与自然夹杂的美好。
22、主题是好的 但是文字太矫情
23、这期目客真是赞，之前的关于植物与文学的积累全部浮现，看到一篇篇的文章来自那些熟悉的自
然笔记作家，真是激动不已。选图选文，品质上乘！图书馆看完，已经下单2本自留，启发很大，能
挖掘的空间也很大，五星推荐！
24、美极了！
25、小而美，看着生活有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可能，和共同认知上的简单的美，活着真的很好啊。
26、每个人都爱花。记得初中时窗外有棵樱花树 开花的时候 大家都不爱听课 偷偷地望着窗外风吹起
花浪
27、目客的第一期，它的内容丰富的已经超过了一本杂志的范围，有照片，有文字，有作家，有摄影
家等等，包含许多Lens美学，“花朵与我”之间有的许多不可以脱离的关系和故事。
28、“很多人的人生，都能在童年的那片小园子找到最初的痕迹，不管那是一片小荒地还是幽静的小
树林。”
29、书的味道简直辣眼睛。
30、质性自然，非娇厉所得。
31、摄影和文字都很棒，赏心悦目
32、信息量大，文章质量高，配图赏心悦目
33、花朵与我，无用且美好
34、不只是花朵，整个自然界的一切植物往往都能带给人宁静。
35、最爱的一本目客
36、简单来说，和《视觉》系列相比，观赏性更强，适合轻松阅读类。自然的抓拍其实并不是很好，
有一些很鸡肋，可能是这个主题的原因吧。
37、心声，花朵与我，平凡世界里积累的小美好。
38、有花草才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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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把菜园留给世俗，把花园献给神灵。一本濯眼濯心，提升逼格的图文书。
40、学到了一个点，就是对于土壤，对于根的需要。
41、关于“花”的摄影集  专题很好，还有跟花的画、文化相关的
42、第一本目客 赏心悦目的杂志
43、颜值高 感觉视力都变好了！好美
44、再也不去西西弗，上新慢就算了，竟然擅自拆封导致别册遗失。也是不会好了。所幸书本身好，
记住了沈书枝
45、挺喜欢讲回归自然那一篇的
46、这本真有够无聊的，强迫自己看完了，果然我不够知情识趣。
47、Some beautiful things.
48、美得不可方物，收藏
49、flower
50、花，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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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心情最焦虑的时候，打开这本书，现在，心里开了一朵花，小小的。记得某次面试，外籍面试官
问我，为什么你本科念园艺，却没做本专业的工作？不觉得可惜吗？其实，可惜！可惜，专业与生活
，理想与现实，总隔着一条河，一个太平洋。近年博物学兴起，大家知道我专业时，那抹羡慕的神情
更增添了几分敬仰。可此刻，很多植物的名字，我都叫不出来了！花、草、树、落叶、枯枝，蕴含着
美丽、禅意和启迪。不需要关注，甚至不需要同伴。花自摇曳、恣意绽放。但在追求光速盈利的当下
，无关注度的无用是一种罪！现代社会，光环永远投注在宏大的目标和标准上。人趋光而行，追求“
大同”害怕“不同”，追逐“有用”忽视“无用”。孜孜不倦地盼望，从别人手里拿到标准答案，抛
弃了自主探索的热情。正是这道光，失落的阴影更大更浓。失落的，不止快乐，还有孩童般的天真和
眼睛。看完这本书，最受触动的是，世事没有“有用”“无用”之分，更有一种美是“无用而美好”
。一切的好和坏，并无定数，全凭发现。就像小时候，收藏糖纸那种单纯，单纯去发现，单纯去保存
只有自己才能发现的美好，单纯拥有改变一切的勇气，不计结果。“花是无用而美好的，它代表了这
个世界上大量同质的东西。一个社会应该能够允许无用而美好的东西存在，容忍有一类人去为这样的
东西投入时间和精力。”（梅特林克）“请以怀特的率真、无成见的眼睛去直接观察自然吧，问她问
题，让她自己回答，不要拿仓促的答案强加于她”（查尔斯·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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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64页

        房间里遗落的花瓣，带着贮存的自然的气息。虽干枯，仍有余香。它们的颜色已经很难描述，气
味则更难形容。也难怪人们会习惯用食物的味道来形容花的气味：香豌豆闻起来像蜂蜜，玫瑰闻起来
像苹果，石竹像棉花糖，茉莉则像是一种独特的麝香葡萄酒

2、《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6页

                        

3、《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无用而美好

        当我到自然当中去，会觉得自己跟周围的生物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不像是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都是高高低低的。到自然界当中，放下自己的身段，你可能跟一只青蛙、一条蚯蚓栖息在同一片
草地上，看着它们在你脚底下跳来跳去，或者蠕动，你觉得你们共属于同一块草地，不是竞争的关系
，心里自然就很平静，有了一种归属和存在感。

4、《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67页

        科技和城市化越是发达，人们越是发现荒野中一朵小花的宝贵。

5、《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136页

        赛珍珠还以日本为例，“日本伟大的美存在于你和我，作为匆匆过客，在走马观花之间很难发现
的地方。正是这种美使一个劳累了一天的苦力，放下扁担，随便吃一些米饭加鱼，便到那手帕大的花
园里忙碌起来。他们神情专注地干着，愉快地干着，完全沉浸在为自己也为家庭创造妹的欢欣之中”
。

6、《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83页

                        

7、《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54页

        博物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另外一种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博物也暗含着整个社会范围内对价值定义
的一种再议。花是无用而美好的，它代表了这个世界上大量同质的东西。一个社会应该能够允许无用
而美好的东西存在，容忍有一类人去为这样的东西投入时间和精力。
博物不等于一厢情愿地利用自然治自己的病，它最终目的是客观的，是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变留下
记录，以此反思并创造一种更为良性的生存关系。

8、《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在行走与寻找的过程中，植物驯养了我们的感情

                亲眼目睹一种植物所带来的直观感受的明晰与深刻，也许是看一百次图谱都比不上的。这不仅
仅是因为植物的大小、花朵的形态还有植物的生境，只有亲眼观察才会有更真实、更准确的认知，更
重要的，可能还是在自然中行走、观察、寻找这个过程。因为注入了情感，它有一点像《小王子》中
狐狸所说的“驯养”，在行走与寻找的过程中，植物驯养了我们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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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155页

        花园与绘画作品一样，有着让人欣赏和愉悦的心情。一座缺乏规划的花园会成为一片令人烦躁的
朦胧草叶，跟一些三流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一样。

10、《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108页

        “我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徐志摩曾这样写道，“田野，森林，山谷，湖，
草地，是我的课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烂，星月的隐现，田野的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
鸟语，雷声是我的教师，我的官觉是他们忠谨的学生，受教的弟子。”

11、《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21页

                        

12、《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92页

        在教育家叶圣陶看来，养花的“兴趣并不专在看花。种了这小东西，庭中就成为系人心情的所在
，早上才起，工毕回来，不觉总要在那里小立一会儿⋯⋯在这样小立静观的当儿，却默契了‘生之力
’了。渐渐地，浑忘意想复何言说，只呆对着这一墙绿叶。“

13、《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43页

        “大家都认为回归自然对人有益处，但益处究竟在哪里？”奥尔多·利奥波德曾经问道，他自己
给出的解答是”感知“：”唯有增进感知，才是户外休闲工程中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部分“，而且，”
感知的突出特征是，它不会消耗或削弱任何资源。“

14、《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31页

        大海和花园，一个扩张，一个内收，一个流动，一个安稳，很多人苦苦思索的，不过是这两者的
平衡。就像女画家摩里索给莫奈的一封信中曾说的：“我有一扇朝海的窗，还有开满花的花园。你一
定能从这扇窗和花园里创造出奇迹。”她了解这种场景的诱惑力“

15、《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92页

        “我总是害怕丢失好奇心、接近他人的能力，以及信仰。”摄影师格拉德·乌发拉斯说。

16、《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32页

        如果你满心欢喜地去迎接每一个清晨和夜晚，如果生命像鲜花和清馨的芳草一样散发着芬芳，从
而更加富有活力，更加星光璀璨，更为神圣不朽——那边是你的成功。

17、《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138页

        这是一个释放自由的机会，或许反而可以由此返回到中国一些优秀的人文传统上去。比如白居易
在谈园林时，曾有一联诗句，叫做：“天供闲日月，人借好园林”这个“借”字，就是提醒人们，园
林是人“借”来抚慰生命的。它虽然还不能等同于现代人接受的那种视植物为生态链中平等一员的思
想，但这个“借”可以意味着：我们可以减少外在的占有欲，而更多地扩展自己的感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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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92页

        在花花草草面前，人有时是要遗忘掉自己，有时又是要找到掌控的感觉。无论哪一种，它们都一
样陪伴着你。

19、《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21页

        正午，塔希提的女子撩起裙裾，浸在水中。塔希提女人喜欢戴一朵花在耳边：戴在左边是已婚，
告诉男人不要追求自己；戴在右边是未婚，但暂时不想被别人追求；戴在中间是给自己心仪的人看的
，因为那表示她需要他，希望被他一言不发地掠去。

20、《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173页

           生活在明天可能就会毁灭的世界上，诗人在创作时仍旧字斟句酌，这种态度与目前正在草地里挣
扎出来的白头翁、报春花等花卉完全一样。它们所栖息的大地也许明天就被毒气所笼罩，然而它们依
旧认真地长出小叶，吐出四瓣、五瓣或七瓣的花苞，有的边缘平整，有的锯齿参差，全都一丝不苟，
而且无不尽其如美。赫尔曼·黑塞

21、《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87页

        梅·撒藤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专心致志地瞧一朵花，一块石头，一棵树、草地、白雪、一片浮
云，这时启迪性的事物便会发生。”

22、《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64页

        房间里遗落的花瓣，带着贮存的自然的气息。虽干枯，仍有余香。它们的颜色已经很难描述，气
味则更难形容。也难怪人们会习惯用食物的味道来形容花的气味：香豌豆闻起来像蜂蜜，玫瑰闻起来
像苹果，石竹像棉花糖，茉莉则像是一种独特的麝香葡萄酒⋯⋯
用香气征服人类的花朵有很多，其中最有趣的是一种身型娇小的花：紫罗兰。19世纪末的一份英国报
纸曾写道，当紫罗兰通过铁路到达各大城市时，“香味溜出铁路行包房，直扑惊讶的路人”。这种稍
纵即逝的芳香使其与青春和纯真紧密相连，阿兰·科尔宾曾写道：对年轻女孩儿而言，紫罗兰“是红
颜知己，像钢琴一样，是情窦初开时焦躁叹息的倾听者”。
中国人对花的赏析很多都来自其香气。明末清初的恽南田擅画花卉，他认为，花鸟画家不是画出花和
鸟的形貌生动就算完事，必须眼中有落花缤纷、烟雾杳然，耳边似起天外的妙音，心中如有清香蒸腾
。他们追求的这种香，往往是冷香，如同学者朱良志所评论的：“中国艺术追求荒寒的境界，故艺术
中的‘香’也具有这种冷格调。他们在幽冷中体会性灵的高标，不同流俗。”
但追求太过，难免做作。所以，现代作家反而原意去写那些有烟火气的花儿，比如汪曾祺写栀子花：
“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
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23、《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114页

        花是人类在自然之中最早并最经常遇到的审美对象，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各个文化都建立起了
一套与花交往的语言及方式。

24、《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6页

        当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精心养护着花儿，打理着自己或公共的花园，用花花草草来装扮自己的
家、心爱的人，在礼物里夹上一朵花来表达自己难以说出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仍然充满了温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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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

25、《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54页

        
在中国，近些年经济发展、中产阶级产生也为博物复兴提供了物质角度的可能性。“在国外，博物学
的主力是中产阶级，中国现在也是这样。”刘华杰解释道，“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闲暇时间，就
开始自主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能够选择博物，也和中产阶级的教养相关。”在“钱”与“权”两
种追求之外，博物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另外一种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博物也暗含着整个社会范围内对
“价值”定义的一种再议。“博物这个目标并不太高，而且实现不实现没有一个硬性标准，你观察草
木，感受到快乐，那就是实现了。一个人感觉高兴，那就是真实的高兴。这是很具体的。”
刘华杰因此提出了“无用而美好”的概念。“这最开始是梅特林克的说法。他在《花的智慧》中提到
，花是无用而美好的，它代表了这个世界上大量同质的东西。一个社会应该能够允许无用而美好的东
西存在，容忍有一类人去为这样的东西投入时间和精力。”
当然，所谓的“无用”只是主流社会的评价，对于个体来说，博物的“用处”有时非常具体。刚到上
海时，芮东莉因为陌生的环境和人感到沮丧。“现在年轻人有一句话叫作‘刷存在感’，”她说，“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的存在感非常低。人必须有存在感才觉得快乐，觉得自己活着，不孤独。当我
到自然当中去，会觉得自己跟周围的生物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不像是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是
高高低低的。到自然界当中，放下自己的身段，你可能跟一只青蛙、一条蚯蚓栖息在同一片草地上，
看着它们在你脚底下跳来跳去，或者蠕动，你觉得你们共属于同一块草地，不是竞争的关系，心里自
然就很平静，有了一种归属和存在感。”芮东莉会到公园里捏酢浆草的果实帮它传种，还带回来一只
雄蝉给小区大树上的“蝉妞”做男朋友。“你很难忍住不去以人的视角揣度它们，”她说，“或者不
和它们发生关联。”

26、《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36页

        一群老朋友，将宴席摆在了花园里。在自然的慰藉下，谈论友谊和人生的况味，总是多几分舒展
，而未必是”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那样的忧虑。

27、《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99页

        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汪曾祺

塔希提女人喜欢戴一朵花在耳边，戴在左边是已婚，告诉男人不要追求自己；戴在右边是未婚，但暂
时不想被别人追求；戴在中间是给自己心仪的人看的，因为那表示她需要他，希望被他一言不发的掠
去。

28、《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1页

        单纯的纪实永远无法真正的吸引我。而是那张照片所表达的感受。那朵花在心里呐喊的话语和姿
态。有力量的照片都不够漂亮，不够完美，但力量就来自于那一点不完美里的情绪。“如果一个人专
心致志地瞧一朵花、一块石头、一棵树、草地、白雪、一片浮云，这时启迪性的事物便会发生。”对
，不过很少有人这样做了。大家都专心致志的看着手机，直到被虚假淹没。

29、《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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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1页

        

31、《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56页

        养花有时也是件让人神经衰弱的事情：一方面要伺候好花草娇嫩的脾气，另一方面又要忍受前来
参观花草的客人挑剔的评价。

32、《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136页

        普通中国人需要培养审美情趣，去发现他周围有待于挖掘的美⋯⋯一旦他认识到美就存在于他们
庭院之中，正等待他从粗心懒散造成的脏乱环境中去发掘时，一种崭新的精神将会在这片美丽的大地
上传播开来。

33、《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143页

        文心雕龙象征的世界过于完满精到，已经失去婉转四溢的能力，风姿花传的世界虚幻脆弱，反而
裂口处处萌生新芽。

34、《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92页

        在花花草草面前，人有时是要遗忘掉自己，有时又是要找到掌控的感觉。无论哪一种，它们都一
样陪伴着你。

35、《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55页

        “现在年轻人有一句话叫作’刷存在感‘，”她说，“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的存在感非常低。
人必须有存在感才觉得快乐，觉得自己活着，不孤独。当我到自然当中去，会觉得自己跟周围的生物
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不像是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是高高低低的。”

36、《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18页

                        

37、《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55页

        很多人不喜欢不美的东西，看到毛虫、软体动物，就会觉得那不是我理想的自然中的一部分。审
美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提倡的一个新概念叫“审好”，好的东西未必美，“好”
是各个方面的。

38、《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68页

        回归野外意味着变酸，变涩，变得奇怪。没有施肥，未经修剪，强悍，有活力，每一个春天开花
惊人的美丽。基本上每一个当代人都是被精心栽培的，但我们也可以返回野外。

39、《Lens·目客001:花朵与我》的笔记-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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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家叶圣陶看来，养花的“兴趣并不专在看花。种了这小东西，庭中就成为系人心情的所在
，早上才起，工毕回来，不觉总要在那里小立一会儿⋯⋯在这样小立静观的当儿，却默契了‘生之力
’了。渐渐地，浑忘意想复何言说，只呆对着这一墙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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