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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趣谈》

内容概要

《花木趣谈:中华意象》内容包括：餐芳馔葩、灵草去沉疴、隔牖风惊竹、花草喻品性，在草木中取友
、通情的草木，多情的文人、出尘的花草，圆满人生不可或缺、茂密的花草，历史巨变的陪衬、花木
人丹青、诗词咏草木、插花艺术、陶瓷艺术与自然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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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为爱名花抵死狂第一章  花木与日常生活餐芳馔葩灵草去沉疴隔牖风惊竹第二章  花木的文化内
涵花草喻品性，在草木中取友通情的草木，多情的文人出尘的花草，圆满人生不可或缺茂密的花草，
历史巨变的陪衬第三章  花木与文学艺术花木人丹青诗词咏草木插花艺术陶瓷艺术与自然花卉第四章  
花木与民间习俗司花之神木魅花精花历“饯花节”与花朝节中国花语深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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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花木与日常生活　　说起花草树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们的审美价值，好像它们
只是超乎功利的玩物，是有钱人、有闲人的享受。其实不尽然，花木还有其非常实用的一面，我们的
食物、衣物、居住环境等便多取资于花木。　　餐芳馔葩　　说到花木的食用价值，不妨先引段故事
。曾在慈禧太后身边做过几年女官的唐裕德龄，在其英文著作《御香缥缈录》中有一节记述慈禧爱花
、食花之事，写得非常细腻和生动：“太后的爱好花卉是很有科学家的风度的，伊决不仅以观赏为已
尽爱好之能事；伊对于无论哪一种花，都想充分地利用它们。譬如把各种鲜花采去给那些做绣作的女
工当标本，把玫瑰花凤仙花的液汁制成化妆用品等，都是很有意义的。”接下来，作者详细地描述了
慈禧以菊花入食的情形：　　先把那一种名唤雪球的白菊花采下一二朵来，大概是因为雪球的花瓣短
而密，又且非常洁净，所以特别的宜于煮食；每次总是随采随吃的。采下之后，就把花瓣一起摘下，
拣出那些焦黄的或沾有污垢的几瓣一起丢掉，再将留下的浸在温水内洗上一二十分钟，然后取出，再
放在已溶有稀矾的温水里漂洗，末了便把它们捞起，安在竹篮里沥净，这样就算是端整好了。　　第
二步当然便是煮食的开始。太后每逢要尝试这种特殊的食品之前，总是十分的兴奋，像一个乡下人快
要去赴席的情形一样。　　吃的时候，先由御膳房里给伊端出一具银制的小暖锅来⋯⋯那暖锅里先已
盛着大半锅的原汁鸡汤或肉汤，上面的盖子做得非常合缝，极不易使温度消失，便是那股鲜香之味，
也不致腾出来。其时太后座前已早由那管理膳食的大太监张德安好了一张比茶几略大几许的小餐桌，
这桌子的中央有一个圆洞，恰巧可以把那暖锅安安稳稳地架在中间；原来这桌子是专为这个意义而设
的。和那暖锅一起打御膳房里端出来的是几个浅浅的小碟子，里面盛着已去掉皮骨、切得很薄的生鱼
片或生鸡片；可是为了太后性喜鱼的缘故，有几次往往只备鱼片，外加少许酱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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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宣部“民族精神史诗”出版工程，“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
十一·五”重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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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不错，概括了解花木在文化及其他方面的意象和作用。
2、这一系列的书都很雅致！
3、这是系列丛书里面的一部，文字内容都比较满意
4、原来是中宣部出的⋯⋯
5、国家主编的图书，很有趣，而且只是也编的详细具体，值得一看。
6、很有趣的传统文化阅读体验。
7、一本小书都编的那么有文化（对老子而言）摔！
8、文笔流畅华美
9、人与自然真是灵气相通
10、中国古诗词真美，想编一册简单又美的古诗词曲赏析了都。给我这种古文功底太烂，什么古诗十
九首大多数看不懂的人。
11、神往之。花朝节。
12、很薄，但拿在手里很舒服  冲着陶瓷部分去的，但相关陶瓷的很少
13、深刻地发现自己如此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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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花木趣谈》的笔记-第35页

               正如隐居的高士，宽袍大袖，扶着竹杖在山径中行走，而被人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一般，李
笠翁因此曾说，坐在一个满值杨柳桃花的院中，而近旁没有松树，就等于坐在儿童女子之间，而旁边
没有一个可以就教的老者一般。中国人为了这个理由，于爱松之中，尤爱松之老者，越老越好。因为
它更其雄伟。⋯⋯老子说，大块无言，苍老的松树也无言，它只是静静地沉着地立在那里俯视世界，
好似觉得已经阅历过多少的人世沧桑，它像有智慧的老人一般无所不懂，不过从不说话，这就是它神
秘伟大的地方。
    人的爱竹，爱的是干叶的纤弱，因此植于家中更多享受。它的美处是一种微笑般的美处，所给我们
的乐处是一种温和的乐趣。竹以瘦细稀疏为妙，因此种竹两三株，和一片竹林同样的可爱，不论在园
中或画上。
    梅树的可爱之处在于枝干的奇致，和花的芬芳。⋯⋯梅树特别象征品质的高洁，一种寒冷高爽的纯
洁。它的香味是一种冷香，天气越冷，它就越有精神。它也和兰花一般表示幽静中的风韵。宋代诗人
林和靖曾以妻梅子鹤自傲。

2、《花木趣谈》的笔记-第94页

         梅瓶，作为一种具有储酒实用、陪葬冥器、装饰陈设等多重用途的器物，从唐代开始出现时就已
受到人们的喜爱，到宋代时已很流行，元明时期随着青花瓷器的成熟而日趋风行。唐代的部分梅瓶因
腹部细瘦如鸡腿而被称为鸡腿瓶，宋代时称其“酒瓶”或 “经瓶”。据文献记载，“梅瓶”之称晚清
方始出现，因其小口仅能容一形态瘦小的梅枝而得名，而并非专用于插梅花。也有另一种说法是梅瓶
多用于盛酒，常有用其盛“梅酝”酒而得名。而前一种说法更为人们所接受。

3、《花木趣谈》的笔记-第104页

        南宋赵蕃《梅花六首》：梅从何逊骤知名，句入林逋价转增。

4、《花木趣谈》的笔记-第106页

        黄庭坚有《蜡梅》诗，自书诗后云：“京洛间有一种花，香气似梅花，亦五出，而不能晶明，类
女工撚蜡所成，京洛人因谓蜡梅。” 此云苏轼“为黄梅更名腊梅”，不知从哪里说起？

5、《花木趣谈》的笔记-第51页

        垂杨小苑绣帘东，莺阁残枝蝶趁风。最是西陵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柳如是的诗，amie喜欢
最末那句。

6、《花木趣谈》的笔记-第28页

                处静以观动，居逸以窥劳，而后知今之为得也。

7、《花木趣谈》的笔记-第131页

        花朝节或在二月十二，正值仲春，草木萌青，百花争芬。其风俗有三，一为赏红，二为庆典，三
为扑蝶。参与者众，人工彩幡与百花竞妍。林黛玉的生日即为此日，只不过，红楼里没有花朝，却相
反杜撰出个“饯花”之节⋯⋯这个节被遗忘了，只是看书看到这里，遥想当年盛况，唏嘘。被我们遗
忘的美好事物到底还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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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花木趣谈》的笔记-第17页

            天生灵草无根干，不在山间不在岸。始因飞絮逐东风，泛梗青青飘水面。神仙一味去沉疴，采
时须在七月半。选甚雍风与大风，些小微风都不算。豆淋酒化服三丸，铁镤头上也出汗。（浮萍）

9、《花木趣谈》的笔记-第19页

               其实很多观赏性植物都有一定的要用加之，如兰花的根可以治肺结核，扭伤，叶可以治百日咳
，花可催生，果可止呕吐；月季花玫瑰花的功效是活血调经，消肿解毒，为治妇科病止良药；规划的
功效则是化痰，散瘀；桂花子，桂树根的功效为暖胃，止痛；蔷薇花的功效为清暑，和胃，止血；菊
花的功效为清热，明目，解毒；荷更全身皆宝，荷叶，荷梗为治痢疾，治暑热的良药，莲心，莲子用
以清心火，降血压，补脾肾。
    有“国色天香”之称的牡丹也能入药。牡丹有观赏和药用两种，这是在实际栽培中培植形成的：侧
重培植其观赏性的，追求的是花朵大，花瓣多，色彩缤纷等特色；侧重其药用价值的，则多在根上做
文章，使之根条粗，肉厚，粉性足。其实，牡丹的话也能入药，味苦淡，性平无毒，有调经活血功能
。其根皮入药则更常见，药名为丹皮，味辛苦，性凉，有清热，凉血，活血化瘀的功用。

10、《花木趣谈》的笔记-第3页

        晚唐罗虬《花九锡》中说到，对某些花中君子花中上品，须“披襟”而赏、“九锡”而待之：一
重顶帷（障风），二金错刀（剪折），三甘泉（浸），四玉缸（贮），五雕文台座（安置），六画图
，七翻曲，八美醑（赏），九新诗（咏）。花痴文人之形立显。略酸却可爱有趣又可敬，呵呵。

11、《花木趣谈》的笔记-第45页

                夫花有喜怒寤寐晓夕，浴花者得其候，乃为膏雨。淡云薄日，夕阳佳月，花之晓也；狂号连雨
，烈焰浓寒，花之夕也；唇檀烘日，媚体藏风，花之喜也；晕酣神敛，烟色迷离，花之愁也；欹枝困
槛，如不胜风，花之梦也；嫣然流盼，光华溢目，花之醒也。哓则空庭大厦，昏则曲房奥室，愁则屏
气危坐，喜则垂帘下帏，醒则分膏理泽，所以悦其性情，时其起居也。

Page 8



《花木趣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