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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果果枝枝蔓蔓》

内容概要

国内首部绝美手绘植物抒情散文
一段段温暖奇妙的植物情缘
一篇篇隽永不朽的草木传奇
于繁、败、荣、枯中细细体味——
人间四季 花树一生
作者以南方特有的婀娜多姿的植物为描写对象，结合了博物学、植物学、古文献资料等，纵古揽今，
引经据典，写就篇篇植物传奇。
行文集野趣、情趣、 旨趣一体。妙趣横生，清新怡人。南方的一花一草一木一果，皆身姿摇曳，葳蕤
生光，在书中宛若一个个有着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儿。它们有名字、有来历、有性格，也有各自
的命运，一起构成了南方草木的瑰丽图景。
有花有果有典有趣有识见，这本草木短文结集的清凉小书，在夏日到来之际可谓天意。——黎戈
读时令人不觉回想起幼年嬉戏时光，这些婀娜植物就仿佛摇曳在眼前，周围都变得绿意盎然了。—
—me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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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果果枝枝蔓蔓》

作者简介

桥东里
博物学爱好者、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曾任搜狐文化频道主编。
于《南方都市报》《时代周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主流报刊发表文章数十万字。
2008年至2010年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南方草木”，颇受好评。
2010年至今在《财智生活》开设读书专栏。
周小兜
人气插画师。植物及植物手绘爱好者。
1988年出生。自小学习绘画，初中以后开始接受传统绘画教育。毕业后从事平面设计，2009年开始成
为自由职业插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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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果果枝枝蔓蔓》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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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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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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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果果枝枝蔓蔓》

精彩书评

1、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不知道啥时候豆瓣开始流行起了水彩一族。不管曾经是不是美术生，都
没事画个几笔。我的关注人群里有很多画水彩的人，觉得他们都画的特棒，其中我最爱的是鹿荷和人
五的。坦白作为一名美术生，我不拿笔画画很久了。最近忽然玩心大起，就买了水彩和画纸，却发现
不知道画什么。刚好看了人五画的一系列的植物，就觉得自己也心痒想尝试看看，因为看到了这本书
里有插图，所以就买了来。对植物的书，我之前只记得豆瓣第一萌阿蒙同学出过一本。坦白说介绍花
花草草的书的文体不过就是两种，一种是考据文，比如一种植物它最开始是什么引进中国的，它以前
叫什么，后来叫什么巴拉巴拉的这些历史。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评价文，就是一个花，以前谁谁怎么
说过它，某某个伟人怎么评论过它，某某个诗人为它写过什么诗词。这两种文加在一起合并称为【资
料】。这本书的文体就是属于后一种。有时候我觉得都特难为作者，是要动用多少百度百科去找啊，
能翻到犄角旮旯的找到谁谁说过茉莉，谁谁说过三角梅，谁谁谁为鸡蛋花是怎么下的评语。对我这种
不太懂花花草草的人来说，这些【资料】看着还算有点用，省得自己去百度倒是真的，但是你说看完
那些评论和谁的诗词歌赋你就爱上了某某花，我觉得这就太扯了。画非常好看，我已经把好看的图都
贴了条预备拿来临摹了。文字看了大半，个人觉得最后的那部分蔬菜类写得最好，可能和我是个吃货
有关系，总觉得那些食材在文字里显得特别亲切和接地气，要远比前面的花花草草的要好很多。或许
人只有吃饱穿暖之后，才能萌生出侍弄花花草草的闲情逸致吧！给四颗星，插图占一半，文字占一半
。书的样子做的很小资，设计也很带感，唯一的不足是封面的茉莉花和荔枝的叶子里的白底没抠干净
，这个美术设计要扣钱吧？不知道发现了这样的BUG有奖么？哈哈~~~
2、我的家乡极北，太白诗里的“五月天山雪”在我们眼里都是南方，甚至大家眼里苦寒的白山黑水
，在我们也算南面。王之涣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在我们看来，自然也是王郎已恨玉门远,更隔玉门一万
重。所以自小对古诗里的莺歌燕舞烟雨楼台南方草木，只有羡慕的份儿，并渐渐由羡慕而至向往和执
念。可想而知，看这本《花花果果枝枝蔓蔓》，简直有得偿所愿的欣喜。国人传统，爱以草木自喻或
喻人，梅妻鹤子的林逋，爱莲的周敦颐，草木本心的张九龄⋯⋯每位作家的笔下，植物都被赋予一种
情怀或品质，长久下来，植物已经不仅仅是植物，而变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所以若想写好植物
，单单兴趣和好文笔是不够的，还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无论是植物学方面，还是历史典故方面，缺
一则难以饱满有趣，更不要说引人入胜的可读性了。这点上，作者可谓做的极好。每种植物的前世今
生都写得脉络清楚，甚至植物的亲朋都要交待明白，比如说荔枝，便连带说到龙眼、番荔枝、毛荔枝
等。说到扁桃便引出形似的芒果。很有些了如指掌融会贯通的意思。令我这种北方土著读来，觉得既
通且博，不负阅读。这本书的旁征博引也是一大看点，无论是史实、典故、植物志还是诗词，作者信
手拈来，读来很有趣，比如“西邻蕉向熟，时致一梳黄”很让人呆想了一会。比如荔枝“离支”的说
法，细想来也让人很是惆怅。还有张骞这个植物猎人的说法也让人读来不禁莞尔。如此等等，不一而
足。本书的插图也很美，一种蓬勃鲜活的生命力，图文相得益彰，互为增色，组成了这么一本可爱可
读的小书。当然书中的植物，也不是全然没有见过，瓜果时蔬自不必说，凤仙花北方也是有的，不过
我们小时候只知道她叫芰芰草，种在小园子的甬路两侧，很好成活，夏季时，开出粉红或紫红的一簇
簇花来，也算好景象了，不过那时并没有用她来染指甲，而是待到果实成熟了，摘下来当一个个袖珍
炸弹玩，握在手中，稍一用力，便啪的一下炸开，种子崩得四处都是，果壳变成弯曲的一瓣瓣，女孩
子拿起来夹在耳垂上，像是一个个碧绿的小耳环了。前几天在集市上看见有卖三角梅的，说实话三角
梅真不算讨喜的花，还在枝上便透出一种旧来，像是葛优那句“生下来就比别的孩子显老“的注释一
样。可能越是这样，花期反而要长，长到他自己不恨老，别人反而替他恨凋了，也算尴尬。不过若用
来比喻人生，这长久而平淡，到像是这世上绝大多数人的代言，所以我们也不要求全责备了。觉得作
者难得的一点是，他是深知草木本心的，全书娓娓道来，有情志却不主观绝对，他赞赏花草果蔬的可
观可赏可食可用的性能，也尊重欣赏那些“没用”的树不香的花难食的果。读罢掩卷，让人平和欣喜
，欣喜自己又知道了这么多（成长不就是无数个有知道了组成的吗），也更知道草木才是本心难折的
呀，兰不会因为你誉之为君子而多香一分，朱槿也不会因为你怨无香而少开一天，榕树不会因你恨其
不材而长直那么一寸，当然凤仙花也不会因为人类要救荒，而变得美味起来。在人类嚷嚷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的时候，草木就在那，花开花落，毁誉难动。
3、藏在植物里的小清欢文。沐溪喜欢植物，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每当看到路边不具名的花花草草
，总是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上几眼，间或拍几张照片。因了这样子的癖好，被朋友戏称为‘花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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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果果枝枝蔓蔓》

我也欣然应允，无花不成痴麻。那些小小的生命，以一种朴素的姿态，默然的待在那里，不悲不喜，
由不得你不生出欢喜之心。有时候想想，这样子喜欢植物的原因，大概也跟日常的琐碎有关吧。当日
子挂满了尘埃，总要寻找一些能够洗涤尘埃的东西，来求得内心平和。我一直觉得植物有这种功效。
下班回家的路途中，有一整条街都是花店，虽然这样子人为加工的花香，有那么点异样，但是在偌大
的城市，能够借此聊以慰藉，也是好的。因为整个童年，都是在乡下度过的，草丛里的蚂蚱，山边的
野草，都曾是最好的伙伴。彼时，还是小小的孩童，跟着妈妈去田垄间，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看着天空
上的白云游来荡去，总能生出许多乐趣。哪怕是采了一把嫩黄的野菊花，都能带来很多快乐。乡下的
花草不金贵，都是些诸如：凤仙花、胭脂花之类。路边开的一簇一簇，绵绵密密的气息在风里荡漾着
，觉不出什么不好，但也没有什么大的心意。也许是因为年幼的缘故，并未怎么放在心上。后来年纪
渐长，竟越来越愿意回想旧光景了。记得奶奶用凤仙花加了白矾给我染红指甲。记得那生在山坡上的
胭脂花，每次遇见，奶奶总要告诉我，因为胭脂花总在傍晚才开，所以也叫做晚饭花。故而，我就记
下了，胭脂花一开，就要吃晚饭了。长大后，离家越来越远。看到的花儿也愈加娇艳，大多都叫不出
名字，想起小时候的事情，有几分惆怅。禁不住想，若能把这些花草都叫出名字多好。倒不是为了做
植物学家，单纯的只想和花草说些闲话。若要闲话，怎么能不记得对方的名字呢？于是，开始看植物
类的书籍。这本《花花草草枝枝蔓蔓》，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欢喜，我从前竟不知道凤仙花也叫做羽客
的，。这样别致的名字，倒有几分古代雅士的意味了。想到这里，心里弥漫的都是小清欢。路过了，
就恨不得收在怀中。懂得了植物的喜，要结合着书里的欢，谱写的真是生活里的美事。且读读，且看
看，且欢喜。在植物里寻一份欢喜，总是让人心生宁静的。若你太累，需要休息，请记得在这里放慢
脚步。
4、第一眼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被它的封面迷住了（好吧，其实我是封面控，== 暴露了）。书到家
之后，随手翻了几页，发现里面的内容更迷人，目录里干净整齐的排版、不知道名字的字体以及看起
来很灵的手绘（不知道是不是印刷的缘故，有些手绘看起来有点儿失真），每一篇文字对应的图片旁
边都有一段小字，写着植物的信息，好贴心的感觉。这本书除了让我觉得很有趣之外，另外一个感觉
就是：看不懂。由于知识水平有限，里面很多描述植物的古文看的一知半解云里雾里的，还有很多字
也不认识（一边查字典一边看书的感觉真不好）。好像扯的太远了，再拽回来。看这本书的时候，除
了熟悉的植物外，剩下的几乎都是按“看书→查字典→去网站看植物本来的面貌”这种模式进行的。
这本书是写南方草木的，但作为北方人，书里的很多植物也有我童年及成年之后的记忆。开篇介绍的
夹竹桃，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把它和皂荚树弄混（明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植物），囧，看完这
篇之后，基本上能分清楚它俩谁是谁了。凤仙花是小时候最常“玩”的植物之一，一般都是睡觉之前
让妈妈帮忙染指甲，去院子里摘了它的花，放在小瓶子里，加一点儿醋或者明矾一同捣碎，然后拿起
一点儿花泥放在指甲上，再用凤仙花的叶子包好，最后用线缠起来就可以去睡觉了，等到早晨醒来就
可以看到红彤彤的指甲了（小时候睡觉不老实，基本上等我醒来手指上的花泥和叶子都不知道跑哪儿
去了）。书里说到了一种可以吸食的植物——朱槿，是没有见过的植物，想起小时候也有过吃花的经
历，吃的最多的就是一串红了，也是像作者一样吸食里面的花蜜。哈哈。还有书里提到的构树，看到
图片才想起来以前在小河边有很多这样的树，小时候吃过它的果子，酸酸甜甜的，总觉得它长得好像
红毛丹。书里描述的那些没有见过的南方草木，像鸡蛋花、黄皮、豆捻、余甘子、还有西洋菜，它们
好像一把小刷子一样，挠的心里痒痒的，只能看着书里的文字图片以及网络上的介绍来“止痒”了，
假如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看它们的样子尝尝它们的味道，哪怕只是看一眼闻一闻也好。合上书本
之后，一想到“苦瓜原来被称为锦荔枝呀”、“因为黄瓜而与朋友绝交的故事”、还有作者认真又可
爱的一些吐槽，就不自觉的傻笑起来了。哈哈。最近琐碎的事情太多，这本书读的很匆忙，对我来说
，它算是一本小小的植物图鉴，更是值得反复读的小书，留着以后再细细读。有很多话想写，又不知
道从何写起，那就这样罢。PS：看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吃的饱饱的，这是来自一个吃货的建议，哈哈
。
5、你知道南方草木的来历吗 by 桥东里2014-08-02 镜外势力本文选自新书《花花果果枝枝蔓蔓》（桥
东里 著  周小兜 绘 新星出版社）。------------------------------------------------------桥东里/文芭蕉，为
你含情一去年年中，歌手林一峰与独立组合My Little Airport合作推出一张专辑，名字叫《为你含情》
，唱片封面是一根白色大香蕉。报纸娱乐版的介绍语是“单看名字就让人遐想联翩，里面有争议的歌
曲也让不少歌迷大呼‘顶唔顺’”，林一峰自己也说“这个封面也确实有着另外的暗示”、“在这张
唱片里加入了一些小意淫”。一根白色大香蕉，怎么就能令歌迷“顶唔顺”？又带上了一些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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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果果枝枝蔓蔓》

微妙暗示？蕴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小意淫呢？在粤语的语境里，因为形状的近似，蕉被指代为男性生殖
器。因此若有人请你“食蕉”，这绝对不是一个善意的邀请，而是一句下流的诋语。不过也有论者指
出，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食蕉”虽然仍然是骂人的话，但已不带禁忌性。周润发在《赌神》里笑嘻
嘻地说，“朋友，你返去印度食蕉啦！”——这个例子被用来说明“蕉在次文化中的地位经已牢固确
立起来”。时至今日，香蕉更是被主流歌手拿来用做唱片封面，并与“为你含情”的语句联系起来。
可见“不带禁忌性”之论断非虚。巧合的是，蕉的这个性象征在古籍里也是有迹可循的。《南方草木
状》记录着芭蕉的别名叫巴苴。《本草纲目》说苴乃由蕉的转音而来，并举出四川人的例子，说他们
就叫芭蕉做天苴。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苴这个字。苴字从草从且，草字头不去说它，这个且字可大有讲
究。郭沫若在八十年前写成《释祖妣》一文，考证甲骨文的“祖”（即“且”，指已故男祖先）、“
妣”（即“匕”，指“祖”的配偶）二字为“牝牡之初字”。他说，“且实牡器之象形”，且就是照
着男根的样子画出来的。郭沫若的说法产生了很大影响。日后，考古学家们沿用了这一定名，把出土
的男根模拟物都称为“祖”，按照不同的材质分别叫做“陶祖”、“石祖”、“铜祖”、“瓷祖”，
现在“祖”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器物学术语，说明这种玩意在考古发现上还真不少，在上古那是生殖
崇拜的意思，到稍近一点的时候，它可就具有实际的功用了。李零先生在《中国方术正考》里有一章
论及“‘祖’名考实”，有兴趣的可以去读一读，见识见识。李敖是接受这个观点的。他用稍嫌刺耳
的大白话说过，“‘且’字一定要译为‘鸡巴’、译为‘屌’字，才不失原意”。他指的是《诗经》
里“郑风”那几句，如“有女同车”的“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山有扶苏”的“不见子都，乃见
狂且”、“褰裳”的“狂童之狂也且”等等。且字的传统解读都是译做“而且”之类的助词，但是如
果换上李敖的眼光去看，你会惊讶于八十年代初的著名小册子《怎样鉴别黄色歌曲》怎么没到《诗经
》里去找例子。细细究之，“有女同车”里的孟姜就是齐国的文姜，婚前婚后一直与同父异母的兄弟
齐襄公通奸的那位；“山有扶苏”据说是“疑是巧妻恨嫁拙夫之歌谣”，这种事古今中外都是黄段子
的最佳取笑对象；“褰裳”则说得很清楚，“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明明就是男女打情骂俏嘛。这
样的题材用下半身来开玩笑，一点也不奇怪。而且圣人早就说过了，郑声淫，那里的人开放得很，说
话荤些算得了什么。让我把话题收拢回来，不要在先民的黄色歌曲之中奔得越来越远吧。通过以上论
证，我的结论是：古人造“苴”字，或许正是认为芭蕉与男根形近，故以此为字根，蕉为草本，于是
加了个草字头；未必是先有蕉字，再由蕉字转音而成苴。这番猜测，虽不中，亦不远矣。芭蕉的拉丁
文学名也挺有意思，叫Musa basjoo。《植物古汉名图考》说Musa来自古罗马第一任国王奥古斯都的医
生的名字Antonius Musa。据说这位Antonius Musa在公元前23年曾经帮助奥古斯都用冷水浴来治疗疾病
，他与香蕉发生了什么关系则暂时无考。至于basjoo则为日语中芭蕉的俗名。Basjoo的发音与芭蕉近似
，这么说来，芭蕉的日语发音也与汉语差不了多少了。二很难想象，像芭蕉这种庞然大物，还被分到
草这一类里头去。李时珍把它归于隰草，隰者，低湿之地也；屈大均则说，芭蕉“柔脆不坚”，本质
更接近草多一些，所以他也认为芭蕉属于草而非木，只能算是“草之大者”。这就像某种食草性恐龙
，体型再大，也没有资格以猛兽视之。话说回来，芭蕉叶可真是大。嵇含描述说，“叶长一丈，或七
八尺，广尺余二尺许”。这看起来像大树一样的家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南方草木状》记述的
众多珍奇植物里，他把芭蕉排在了第一位。这么大的叶子，当然很适于避暑。屈大均用颇有情致的笔
调写了这么几笔：“盛夏时，高舒垂荫，风动则小扇大旗，荡漾翻空，清凉失暑，其色映空皆绿。”
出于这个理由，他很直截了当地指出，“蕉之可爱在叶”。“清凉失暑”这四个字无意中为一则神话
提供了注脚。据说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本是昆仑山后，自混沌开辟以来，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乃太
阳之精叶，故能灭火气”。在我看来，这个能够灭火气的太阳之精叶，之所以要以芭蕉叶的形象出现
，无非就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里芭蕉叶是最能“清凉失暑”的。君不见，唐代诗人钱珝写未展芭蕉，
说“冷烛无烟绿蜡干”，到芭蕉这里，连本来是热的蜡烛都变成低温蜡烛啦。你是不会看得到芭蕉落
叶的，它们宁可挂在茎上，逐渐枯去。北宋的陆佃在《埤雅》里说，“蕉不落叶，一叶舒则一叶焦，
故谓之蕉”。屈大均则说“巴者焦也”——到今天我们不也还是有“锅巴”的叫法吗？——“巴而不
陨，焦而长悬”，所以合起来叫芭蕉。即使在芭蕉叶没有干枯的时候，它也不能长时间地保持优雅的
形态，来自动物或自然的外力会沿着叶脉把叶子撕扯成一条条的，看上去一副破落颓唐的神气。但是
我看过日本江户时代的一幅《芭蕉图》，却用墨色把这本应很零落的景象画得非常自在，实在叫我叹
服。画家的名字叫伊藤若冲，他是芭蕉的知音。三见过芭蕉结实的人都知道，蕉实是像梳子的梳齿一
样排列而生的。所以在我的家乡，对此使用的量词是：一梳蕉。屈大均说，“子熟时，大小排比，或
以十余二十余为一梳”，即此之谓。这个字看上去很形象，诗人苦吟炼字，捻断数根须之后推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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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不过如此。北宋的唐庚有一句诗写道，“西邻蕉向熟，时致一梳黄”。钱钟书在《宋诗选注》
里评价唐庚说，“他在当时可能是最简练、最紧凑的诗人”，他用的这个“梳”字正是与我们日常经
验暗合。不过他贬斥惠州多年，也许也听过当地人这么说过，作诗时便搬用了。屈大均在《广东新语
》引用这句诗，却把作者说是苏子瞻，我想一是因为唐庚字子西，与子瞻只有一字之差，二是因为唐
庚是苏轼的同时代人，也和苏轼一样在惠州呆过，屈大均一时弄混了吧。这把“梳子”有大有小。屈
大均说，佛手蕉是小的，只有六七寸长，皮薄味甜；牛乳蕉、鼓槌蕉、板蕉是大的，皆大而味淡；还
有一种最可口的叫香牙蕉，像龙的乳汁一样甘美（有谁吃过龙的奶呢），他用的形容词是非常特别的
“邪甜”，又叫龙奶蕉——既然以牙为名，体型也是很小巧的吧。如此看来，蕉好不好吃，和体型大
有关系，总体规律就是“浓缩就是精华”。家乡人没有那么细致的分类，他们笼而统之，小的叫鸡蕉
，大的叫牛蕉，不大不小体量适中的就直接以芭蕉唤之。比起鸡蕉，牛蕉确实不是很好吃，肉质也比
较粗，吃一根差不多就饱了，不想再吃第二根。买到了尚未成熟、皮色青涩的香蕉怎么办？屈大均介
绍了一个土法：“置稻谷中，数日即熟”。我可以证明这个方法是有效的。从前家里还用大陶缸做米
缸，芭蕉买回来就扔到里面去，没几天就变黄变软了。对这个现象我一直不得其解，难道是大米散发
的气味有催熟作用吗？如今超市里的香蕉都是黄澄澄的，漂亮得很，用不着另行催熟了，这个小实验
也没有了实践的机会，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里，他们不知道自己又失去了一个对自然产生兴趣的时刻
。榕树，有用与无用一《庄子》记着庄子对惠施说的话：“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
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
哉！”这虽然说的是樗树，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同时像是在说榕树。榕树是无用的。《南方草木状》
说“树干拳曲，是不可以为器也；其本棱理而深，是不可以为材也；烧之无焰，是不可以为薪也”，
《广东新语》说“干多中空，不坚，无所可用”（他从庄子那里引用了这个词，不知有意无意），《
植物名实图考》说“不材之木”。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利用过榕树。总的来说，就
是一无是处，粤语所谓“废柴”是也。就连它的名字，也充满忍让退避的道家智慧。屈大均说，“榕
，容也。”第一，它独木成林，长成一座大厦一般，可以把人容纳在里面；第二，它的无用使没有人
想到要砍伐它，它为斧头所容。这就是“自容亦能容乎人也”，用庸俗的处世哲学来说，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如果植物之中有哲学家，还能有谁比榕树更适合呢？因此，庄子用来形容樗树的那两句“
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往往是出现在榕树身上的情形
。每一座南方的乡村，村头都生长着这么一株巨大的树，人们在它身旁休憩，嬉戏，传播流言，指桑
骂槐，作揖道喜。特别大的，人们还在它前面立起土地祠，作为祈福之地。光绪年间修纂的《临桂县
志》引用《广西旧志》说：“南人多凭以立社，诚蒙庄所为社树也。”或者当作许愿树，在红布上写
了愿望，抛将上去，挂在枝头。香港林村的许愿树就是很著名的一株，经常在电影里看得到。据说因
为前来许愿的人太多，挂在树枝的布条、纸片压得大树不堪其重，竟逐渐枯死，香港大学教授詹志勇
还四处奔走，在电视上为拯救大树而呼吁。当“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的
时候，榕树得全天年；当人们发现它可以成为许愿对象的时候，它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这里面蕴含的
哲理真是辛辣。二既然有做许愿树的资格，榕树总该能够给人带来好运吧。这是有书为证的。屈大均
就说，广东人常常把榕树种来做风水树，“墟落间榕树多者地必兴”。不过，我还听说过相反的说法
。岳父的一位同事有一段时间老遇上烦心事，岳父在办公室看到她的办公桌上摆着一盆榕树盆景，不
禁提醒她说：“你没听说过‘榕树不容人’吗？”在两广，风水学确实有“榕树不容人”的说法。有
人说是因为榕树根系茂盛，吸收水分能力太强，有榕树之地就打不出井水，也有人说这是针对家居而
言，在室内不宜摆放榕树盆景，对青年人尤其有害。史无明文，我只有擅自推测。我认为，首先是榕
树强盛的生命力吓坏了人们。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说，榕树“四时结子”，“禽鸟衔其子寄生它
木上，便郁茂”，气根垂到地上，“得土气滋直盛壮，久则过其所寄，或遂包裹之”——极易成活，
会吸收土气，能长到超过寄主，甚至把寄主包裹起来。这简直就是人类的噩梦，他们从来不喜欢越出
自己控制范围之外的事物。这一点在最早的植物志《南方草木状》里就得到了暗示。嵇含说，榕树的
枝条一旦触及旁边别的树木，“即连理”，但是南方人见多了，“不谓之瑞木”。连理枝本来是吉瑞
的征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当地人表示出谨慎与疑虑。这还不够说服力吗？其次，也许这只是人们
玩弄的文字游戏，是他们根据“榕”字的读音做出的无端的解释。如果“榕”就直接意味着“容人”
，那就太没创意了，所以他们选择了相反的意思。在某些地方，如果有家庭成员的岁数尾数是九，种
植韭菜会给这位成员带来厄运，这就叫“种韭不留九”。这两句令人感到恐惧的俗语都具有相同的结
构，我想，它们也拥有相同的起源。无论如何，“榕树不容人”为这种无用的植物带来了一丝隐藏的

Page 9



《花花果果枝枝蔓蔓》

锋芒。它也许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甘于沉默，与世无争。这句话提醒我们，任何一种植物都是有性格
的，而我们永远不能完全了解它们。三严格来说，指责榕树无用是不合理而无知的。据我所知，榕树
至少有以下一些用处。把榕树的小枝条晒干做火把，在风雨中也灭不了。当然，如果是“鹦鹉”、“
黑格比”这样级别的台风，另当别论。榕树结出的果子可以喂鸟、喂鱼。有一个侗族传说，说榕树会
唱歌，鸟儿吃了榕树果，就也唱得婉转动听。可是萨阳婆婆嫌吵，就把榕树砍倒扔进河里，谁知道鱼
儿吃了榕树果，也学会了唱歌。渔夫细崖抓到鱼，用箩筐挑着去卖。走过兰洞河桥，扁担断了，结果
歌撒出来布满世间。今天的鸟和鱼虽然再也不会因此歌唱，但是填填肚子也是好的。岭南乡间水道密
布，榕树往往种在水边，就是因为可以顺便喂一喂鱼。榕树分泌的树脂可以像漆一样粘东西，比520万
能胶环保。榕树的气根可以入药。清代的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里说把榕根须塞进竹管里，填满
盐，用泥封起来，烧成粉末，用来擦牙，本来松动的也会恢复牢固。现在市面上不是有竹盐牙膏吗？
我想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吧。古代的中国人比较狭隘，他们判断一种东西有没有用处，最直接的方法就
是看它能不能入药。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总算为榕树找到了正名的依据，像屈大均说的那样，“亦
未尽为不材也”——我也不完全是一根“废柴”啊。其实我是很喜欢榕树的。不管它是“婆娑偃蹇”
，像个醉鬼似的几乎要躺倒在地上，还是端端正正，不苟言笑，满脸长须地立在那里，我都觉得有一
种优游自适的态度。不过，榕树也有一点不好。那天清晨，我在客村找喝早茶的地方。经过路边的细
叶榕下面，赫然发现无数条细丝从树上垂下来，尽头都缠着一只肉虫，动也不动。女子都吓得避开。
回来在网上搜索，知道那是灰白蚕蛾，属鳞翅目家蚕蛾科，幼虫有叶丝悬挂习性，俗名吊丝虫。《奋
斗》里杨晓芸说小时候住的四合院种着槐树，到夏天都会有“吊死鬼”，或者就是此类虫子。
6、图文排版读后感点此链接有一回买书，网站跳出来一本植物有关的，看着很喜欢。但那天没有立
即买下，之后再想起，名字已经记不清，就怎么也找不到了。过去几年了，如同在人海无意间看见一
人，内心怦然，却没有走上前，从此再不可能知道他的下落。遗憾，却也让那一刻的心动成了永远。
今年买了好几本植物相关的书。这两日翻完《花花果果枝枝蔓蔓·南方草木志》，叠音的书名透着童
趣。封面设计也好看，字体是孩子气的，边上一溜花果枝蔓的水彩手绘，干净可爱。封皮上写着“国
内首部绝美手绘植物抒情散文”；封底写着，“一段段温暖奇妙的植物情缘，一片片隽永不朽的草木
传奇，于繁、败、荣、枯中细细体味——人间四季，花树一生。”忍不住喜欢。说起来我从来没有养
好过花草，对植物也没有多少了解。但本能地，就是很喜欢它们。觉得这些静默的生命，兀自生长着
，和风耳语，静享雨露、阳光、月夜，自然自在，透着生命的灵性。只是时日久了，我们习以为常了
，不再认真注视它们，也就鲜少感受到它们可以带给我们的清新欢喜安宁感动。花草枝蔓里记录了10
则花草、18则果木、8则果蔬（后面有附目录），多是我们日常熟悉的。若回想，你应该也有一些关于
他们的记忆和故事。于我，条目里的鸡蛋花、茉莉、芒果、刺桐、石榴、龙眼、甘蔗、木瓜、柚子、
杨桃、南瓜、苦瓜、丝瓜⋯⋯都有回忆可说。这本书的情趣在于，作者纵览古今、引经据典，勾勒了
这些寻常生命的前世今生。它们有名字（有些有过好多名字，很有趣）、来历、特点、“个性”，还
有各自的故事和命运。你可能无数次见过它们，却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了解过它们。读后感觉，植物
有灵。再见到时，或许会会心一笑，嗨，我知道你的故事和秘密。书的行文是比较古典文人的，文辞
清雅，不是那样的通俗亲切。综合博物学、植物学、古典文献的内容，不那么喜欢的人读来可能会觉
得乏味。我是跳着看的，有趣的段落就多看两眼。这样的小书可以放着，有闲情时翻一翻，或有一日
带着小儿女一起看，应该会有趣。书里的文章是博物学爱好者——桥东里写的；所有植物的画像是植
物及植物手绘爱好者——周小兜绘的。本篇中所有图片就是来自这本书中。副标题“南方草木志”所
指的南方，似乎是闽南广东一带。书摘几则夹桃竹明知花有毒，偏向髻边簪。康熙年间的女子在五六
月间还把这种花插在头上，与茉莉和发髻搭配，“娇袅可挹”，性感极了。夹竹桃花开时像桃花，花
谢时则完全不同。桃花飘零而落，散作一瓣一瓣；夹竹桃则朵朵不分，所以又叫做“地开桃”。屈大
均对这个特点赞不绝口，他说：“落至二三日，犹嫣红鲜好，得水荡漾，朵朵不分，开与众花同，而
落与众花异，盖花之善落者也。”看来，要博得文人的心意，花不仅要开得好，还要落得妙。茉莉广
州有茉莉花田，当地人在春夏之交摘来用竹篾穿在一起做成灯球，晚上当做蜡烛来点，“香色皆异常
”，像明珠一样光洁。茉莉是与人亲近的，香气旖旎近人。在清代，每当熏风乍拂，花商就从福建走
海路把茉莉贩到苏州。事实上，像袁景澜描述的那样，茉莉花装在花篮里放在房间内，“夜悬绡帐，
香生枕席，引入睡乡，令人魂梦俱恬”，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榕树有一个侗族传说，说榕树会唱歌
，鸟儿吃了榕树果，就也唱得婉转动听。可是萨阳婆婆嫌吵，就把榕树砍倒扔进河里，谁知道鱼儿吃
了榕树果，也学会了唱歌。渔夫细崖抓到鱼，用箩筐挑着去卖，走过兰洞河桥，扁担断了，结果歌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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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布满世间。岭南乡间水道密布，榕树往往种在水边，就是因为可以顺便喂一喂鱼。刺桐虽然把刺
桐叫做“鬼树”，不过从马清枢的诗句来看，台湾人还是很看重刺桐的。除了占岁，他们还用刺桐来
纪时。马清枢的同僚王凯泰也有关于刺桐的诗句，“怀葛山中无岁月，一年又见刺桐花”。他解释说
，“番社以刺桐花开为一年”。孙悟空跟菩提祖师学道，不知时节。“只记得灶下无火，常去山后打
柴，见一山好桃树，我在那里吃了七次饱桃矣”，祖师说既吃七次，想是七年了。刺桐花开是一年，
桃子熟烂也是一年，在现代人眼里，两者都具有一种既蛮荒又神秘的浪漫主义气息，让人神往。葱行
走江湖，免不了遇上被人挑衅的时候。对方也许会指着你的鼻子问：“你算哪根葱？你大可以严谨的
科学态度回答一古代一般把葱分为山葱、胡葱、冬葱、汉葱等等，山葱和胡葱用于入药，冬葱和汉葱
用于食用。
7、很多姑娘问过我同一个问题，什么叫情趣，怎样叫有情趣。在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却突然
蹦出了“关于什么叫情趣”的答案。为什么以前的人，花前月下可聊一个夏夜妙趣横飞，现在的人，
如果坐在月下，除了喝酒烧烤，光聊天，简直觉得可以无聊到闷死呢。为什么如果不看电影不吃饭不
旅行不花钱，现在的恋爱简直都不知道该怎样谈下去了呢？因为，太多人眼里看见的一花一树一草一
木，月亮星空云朵，不是有情有意的。我们对着他们，没有故事可以说，没有雅致诗歌可以念。有情
怀有思念，也只会掏出手机，感慨感慨，然后等着点赞和评论。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对着花朵拍
照的热情，远远不如对着一桌美食拍照的热情。只有离开城市，我们似乎才能找到自己与自然与土地
的连接。钢筋水泥森林里活着的我们，踩不到泥土，闻不到芬芳，听不到鸟叫。有时候，我望着糖豆
，我会想起我的小时候，下完大雨的傍晚，放了学，穿着笨重的套鞋，去积水的小水潭踩水，追着蜻
蜓跑。在学校的某个花坛里，种着指甲花，女孩们都跑过去摘了染指甲，比着谁的更漂亮。而在另一
个花坛里，有一种花的花蕊抽出来，可以放在嘴里吸，甜丝丝的。男孩们则忙着抓天牛抓蟋蟀。虽然
他们淘气的时候，也会放在你的铅笔盒里吓唬你。我会想，等他再大一点，他恐怕是不会玩这些了。
他们有电动车，有滑板鞋，有遥控飞机，有手机，有iPad，以后一定还有更高级的玩具。自然是什么
？万物是什么？恐怕只有周末，父母开车带着到郊外，才能感觉的到。这是城市发展之后，人们感官
的极大缺失。朝夕相对的是没有生命的物，是科技的、钢铁的，是即使再智能，也不会让你体验到什
么叫生命力的东西。在亦舒小说朝花夕拾里，未来的人们连巧克力都不吃了。当穿越回来的女主角看
到他藏在车后箱的巧克力，泪如雨下的时候，我体会到什么叫心酸和心痛。我爱这现代生活的便利，
但是身为女人，骨子里，多么希望有一个人用那样古老的方式爱你。活在未来世界2035年的陆宜，心
中永远刻着1985年的男子方中信，她爱他什么呢？爱他那样古老的一颗心，那样一颗万物皆有情的心
。在未来那个据说可可树绝种，人类再也吃不到巧克力的年代。她尝到了一箱来自1985年的巧克力。
箱子上印着玫瑰花。很多年前，当我20岁的时候，我在博客上写过一个花系列，写玫瑰百合薰衣草满
天星茉莉。我那个时候的梦想是开一个花店，每天和花在一起。几年后，我知道，开花店是多么辛苦
又难以营生的一个活计，我放弃了。我成了这个城市里千千万万忙碌的顾不上看周遭花开花落的年轻
人。我厌烦这个城市的无情，冷漠，时刻想着离开。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满满一树的紫薇花，灿烂的简
直令人心花怒放。我开始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今天，我阅读这本关于南方草木的书，
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那一花一草一木的性情与格调，而是更多关于我的年少与青春，那种与现在完全不
同的快乐。什么是万物皆有情。前几日，家中一棵树，叶子全部因虫枯死。我拿剪刀将枝叶全部剪光
，唯留下树干。没想到几日后，它不仅长了新叶，而且开花了。养这棵树已有三年，路边也遇到过无
数这种四季常青的树，从来不知它竟然会开花。“任何植物都是有性格的，而我们永远不能完全了解
它们。”这是书里的一句话，我很喜欢。我想，爱植物的人，皆有一颗宽厚仁善的心。等着它们发芽
长枝开花。在这样快速的现代人生里，只有植物能赠予我们一颗慢下来的心思。当然，如果你没有时
间种植，那就在夏日，喝一杯绿茶，读一读那些花花果果枝枝蔓蔓吧。
8、小时候，在一年四季之中，我最喜欢夏天了。在这样热情如火的季节，喜欢它的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每天能穿着花裙子到处嘣哒，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夏天，我们家菜园里种的各种瓜果蔬菜
都个个长的日新月异，每天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穿着花裙子穿梭在各种瓜腾枝蔓之间，成了儿
时的难忘的美好回忆。黄瓜的从开出小黄花到长出毛绒绒的小黄瓜丫，丝瓜挂在架起的树枝上，和它
的弯弯曲曲的小藤一起随风晃荡，每个枝蔓上每次不得不剪掉几个小南瓜，以便把营养让给更大的那
个长的更好，每次在选择剪掉谁的时候，和妈妈都无比纠结和心疼。哪些辣到哭的朝天椒，哪些长大
硕大无比的冬瓜，哪些蔓延四处的瓜藤，哪些穿着红裙子在绿色的菜园里捉虫的岁月，都被吹散在风
中了。当这个夏天结束的时候，妈妈打来电话说，大圆南瓜长了十几个，还有三个应该可以留到过年

Page 11



《花花果果枝枝蔓蔓》

。没有被雨水侵蚀的两个大冬瓜留在冬天下雪的炖肉是最好的了。还有一筐的丝瓜有一半是特意让它
们长到老的不行，再晒来做洗碗布的。听着妈妈有一下没一下的说着这些事，想起这个时候家乡想必
已是秋叶落满地的时候了。妈妈后来依依不舍地说，你哪边都没有这些新鲜的菜吧，你也好多年没有
看到过它们是怎么长大的吧。我从遥远的电话中听到了思念与些许的悲伤。妈妈从未来过南方，也许
在她的心中，我所在的南方城市不过是能看个海，不下雪这之类的概念吧。我跟我妈说，南方也有家
里种的所有东西，它们不经历严寒酷暑，却也都长的生机惹人爱。在《花花果果枝枝蔓蔓》这本书里
讲的清清楚楚。或许是因为从小被培养的对植物蔬菜的深厚兴趣，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每看一篇
，想到竟都是儿时的美好时光。桥东里先生在这本书里把南方的我们常能见到的植物视如亲人朋友一
样对待，对它们的前世今生一一说来，这怎么来的，怎么去的，如何生，如何死都一一讲述。在桥先
生笔下，这一棵棵植物，已不再是静态的生命，而是“有血有肉”的灵魂，它们各有性格，各有姿态
，各有祖籍，并非莫名其妙从地底下横空出来的。这本书的开篇就写了夹竹桃，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
它的时候是在福建的泉州，成片的夹竹桃开满了一片山坡，桃红的花瓣美丽娇艳，当时还“偷偷地”
折了一些回来，插在花瓶里，离开树枝的它们，二天就花容竟失，我也只好丢弃。在看这本书时，才
知道原来它们是有有毒的，枝叶花全都是毒。回想当年的举动，不竟捏把冷汗，差点因爱它们的“美
貌”而险些“遇害”。看来，人说没文化真可怕，这是真的。想来如果能早些年看到桥先生的南方草
木志，就不会做出当时的愚蠢举动。桥先生在这本书里，运用博物学、植物学、古文献资料等，纵古
揽今，引经据典，把每一个我们在路边看到的，在小山上遇到的花草植物都个个写成了一篇优美的散
文，文中不时出现如三国中的故事，如民间的传说，如唐宋词诗词，可谓丰富多姿，惊喜不断。对于
我这种天生害怕读定理介绍的人来说，这样的认识植物的形式无疑是一种享受。而能做到如此境界，
除了桥先生具备了良好的研究古典知识的功底外，我想更重要的，就是他有一颗心爱万物的宽大之心
，在它们一天天的开花结果的过程中耐心等待，在它们的枝荣叶败时真诚相伴。同它们对话交流，同
它们共沐阳光雨露，也同它们共担风霜雷雨。这样的真情与实意，我想，在他写的每一柣植物上都得
到了回馈，它们一个个在南方这片土地上长的欢乐向上。而每当我想念家乡想念亲人的时候，我都会
外出走走，看看这片南方的城市的一草一木，它们从生根到发芽，从开花到结果，都在经历着一季季
的轮回。如同我们的生活，初春从家出发，四季之后，由冬回归与家人相聚。和这些南方的植物一起
生长，不焦急，不妄念。读这本书的每一分钟，都是安静的，因这它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田园生活，而
又能在现在，把我带到南方的万物的温情中来，想象的这些花前月下的日子，不过是，时时处处懂得
万物皆有其真情的善良仁爱之心。
9、敲下这个标题的时候，就忍不住心怀恶意地窃笑了一阵，毕竟，谈论这么一本外示小清新内显高X
格的南方草木志，用这么肉感的词汇有种自爆腹黑技术太拙劣的赶脚。何况，作者本是钦慕沈从文之
人，写的又是学古人拈花惹草的诨事，难道不是用“南方那个汉子”才能向广大小清新群体示好么？
已逝的奶奶在我年幼时，感伤世情人生时，也曾说：“千金难买心头好。”就是这个道理。与万千小
清新为敌，我所乐也。是故，偏要用胖纸，而不是汉子。敲下这么两段废话，真心累得肝疼。没有抖
机灵的天分，又想幽默一把，容易吗？才华、美貌、财富，如果被认为是天赋众生不平等的三大因素
，那就错了。唯有有趣，是唯一后天无法弥补的，而这恰恰是我嫉妒桥东里的根源。他，就是那么一
个有趣的人。(如果你剑走偏锋地理解成了“除了有趣，他一无所有”，只能劝你不要太聪明⋯⋯）在
王小山导演的微电影《23:59》里，有罗永浩在工作坊里手持锤子专心致志俨然科研工作者的镜头。当
我读完桥东里《花花果果枝枝蔓蔓》开篇的《夹竹桃》时，眼前瞬间飘过一个摸爬滚打在10平米堆满
各类植物志草木典籍书房的雷胖纸寻宝的倩影（桥东里本姓雷）。     你很难相信，区区一篇两千多字
的《夹竹桃》，被拉进文中为她站台的先贤就有11位之多，吴藕汀、陈淏子、周亮工、屈大均、李渔
、季羡林⋯⋯诸如《药窗诗话》《桂海花志》《品芳录》《花木小志》《花经》等被引用的史书典籍
逾15数之多。究竟是博览群书过目不忘所以下笔之时顺手拈来悄然成文，还是发考证癖好于典籍中动
手动脚找材料，我无从得知。只是，夹竹桃这个烂大街的草木，经他一番调理，仿佛有了罂粟花般的
妖冶 ——人类明知它遍身是毒，依然践之爱之，入植庭院，插头妆容，诗画描摹，欣然谈之。到底花
就是花啊，名贵与否，都有文人骚客前仆后继地养她爱她咏她，简直甩人这种物种二十条街。桥东里
笔下的花果枝蔓，多为日常惯见，花中茉莉凤仙花，果中丝瓜芒果，大抵都是些平常百姓家的俗物罢
了，算不得能上群芳册之类花中名媛。偏偏是这些平常花果枝蔓，他能从一叶一花中寻出些考证的乐
趣，谈及茉莉花，他要理论下花名“末利”本不符合广东人凡事讲个好彩头的习俗，为何赢得广东人
以花田之规模种植？又有，今日备受绿植控喜爱的茉莉，原来曾被正人君子目为“淫艳贱品”，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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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格为文人骚客的“香片茗茶”，我等只知取其清淡素雅香气的俗人，平日里果真是怠慢了茉莉啊。
胖纸之有趣，全然在方寸之间、寸草之地，发见万物之纹理之玄妙。不过，正如后记所言，作者的驳
杂植物知识，多为书中寻迹，非为野地拈花惹草所获。雅趣十足，野趣嘛，恐怕是他心痒痒而未曾满
足的。随便扯下闲篇，且说《葱》。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这根葱到底被他写得有很有性格且相当有
文化，只是在能下厨房的女文青看来，这哪里是根葱？太雅了。葱的泥土气、烟火气丝毫没有嘛。在
武汉的乡下，每逢阳春三月，主妇们会碎碎念“春葱如稻草”，多而贱，是一种略带无奈的嫌恶。葱
为多年生草本，农家常寻尺寸之地种植，秋冬之际沤肥，待到三月春发，葱如一夜之间疯长而来，高
达一尺之多，“葱郁”一词，大概取其情状。对农家来说，这是颇有些无奈的，毕竟，葱非主菜，平
素三两根小葱足以打理一盘菜。多余的葱怎么办呢？任其疯长在地头也是不可能的，“会拔了土里的
肥”，于是也就镰刀大把割掉弃之地头任其烂掉。草木也算各有天命，多了，人不爱，牛不吃。但是
，在没有大棚种植的乡下，到了寒冬腊月，草木枯败，小小一根葱也成了主妇心头好。小葱拌豆腐、
烧鱼、下面条，样样离不开两根葱。隔壁大嫂从后门急急奔进，“娇姨，有葱吗？借我两根，锅里烧
糊了，烧个鱼冇得葱啊。”妈妈走出来指着后门猪圈墙上的破脸盆说，在那儿呢，你去掐几根吧。就
怕天冷烧菜没有，前些时栽了几棵。《繁花》作者金宇澄曾以买葱来佐证上海人不小气。他说，人们
对上海人“小气”“精打细算”“抠门”的印象，大概是不同生活方式导致的错位理解。在成捆成捆
买葱过冬的北方人看来，上海人花1分钱买2根葱，简直是吝啬的不二证明。事实上，葱论根买，唯有
南方人才能理解吧？烧一盘菜，撒些许葱花，讲究的是鲜、香。将日子过得精致的南方人，上菜场买
两根葱，那是一定要货比三家，挑挑拣拣这葱是不是水嫩新鲜吧。如此没有烟火气的《葱》，似乎暴
露了桥东里君某些人生的遗憾吧。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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