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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无闲草》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五章，主要内容包括：从凉风垭到三官庙、三官庙瓦房沟张家的餐桌、幽静三官庙、从三
官庙到大古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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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无闲草》

作者简介

叶广芩，北京市人，满族。于1995年调入西安市文联创作研究室，从事专业创作。1999年任西安市文
联副主席。2000年开始到周至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关注生态与动物保护，长期蹲点于秦岭腹地的厚
畛子乡老县城村。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作家协会副主度，陕西省人大代表，
西安市第十、十一届政协委员。
主要作品有家庭题材的小说《本是同根生》《谁翻乐府凄凉曲》、  《黄连厚朴》以及长篇小说《全
家福》《乾清门内》《采桑子》《青木川》等，日本题材的小说《日本故事》，纪实题材的《没有日
记的罗敷河》、《琢玉记》等。多部作品被编为电影，如《红灯停绿灯行》、《黄连厚朴》、《谁说
我不在乎》等。

Page 3



《秦岭无闲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凉风垭到三官庙
第二章　三官庙瓦房沟张家的餐桌
第三章　幽静三官庙
第四章　从三官庙到大古坪
第五章　从光头山经老县城到太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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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无闲草》

章节摘录

　　关于毒蛇与无毒蛇，除了从外形区分外，我们在野外可从栖息环境和蛇类的行动速度判断。毒蛇
喜欢栖息在向阳的石堆上、大石块旁以及干燥的路边草丛旁，埋伏在那里等待老鼠类、鸟类来觅食时
进行袭击；毒蛇的反应较迟钝被惊扰后不能马上进攻，需要几秒钟才会急速出击，速度异常惊人，所
以-路行走，被毒蛇咬的往往是第二或后面的人，就是这个道理。无毒蛇多在草丛中栖息，主要觅食小
昆虫类，稍有惊扰就很快跑掉，俗语“打草惊蛇”可能指的就是无毒蛇；另外个体较大（体长1-2米左
右）的乌梢蛇、王锦蛇喜在大石块上休息晒太阳，人在四五米开外它就会跑掉。阴雨天-般见不到蛇类
，早上太阳照射到的地方就可能有蛇出没。　　万一被毒蛇咬伤，先不要紧张，赶紧挤压伤口，尽量
多地排除毒液，若旁边有溪流，就赶紧在流水中排毒最好；之后用带子扎住伤口上部减少毒液流动，
慢行至交通或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进行进-步治疗。其实说到毒蛇咬伤人畜后，用当地的中草药治疗效果
不亚于现代医学方法。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的一名巡护员在西河协助科研人员进行野外考察返
回大古坪的途中，不幸被盘踞在路上的菜花烙铁头咬伤，因为天色已晚，简单处理一下就往保护站赶
。保护站有蛇药片，按其说明进行服用和伤口处理，即刻雇人背到岳坝再坐车到医院进行治疗。一个
月时间才消肿，三个月以后才能正常工作，第二、第三年受伤的腿若被蚊虫叮咬，还要肿几天，这几
年才彻底好了。　　有一回，在三官庙洋芋地里薅草的村民被毒蛇咬伤了，我正路过他家，帮着他家
人用剪刀剪其裤腿，才使肿胀的腿和伤口露出来。女当家的在门前坡地里转了一圈，拔了一大把草药
，捣烂敷在伤口。过了一周多，我又巡山路过他家，发现他已经在地里干活了。　　无独有偶，大古
坪-村民在去西河割漆的路上被毒蛇咬伤，自己把伤口处理了一下，继续往割漆工棚赶，而不是返回大
古坪。到了工棚就让人捎话到保护站要些蛇药片带上来服用'自己拔了些草药外敷，一礼拜就上树割漆
了。你们不知道，身体好的人割漆都要中漆毒，脱层皮的，何况被毒蛇咬伤后的人割漆，肯定更害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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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无闲草》

编辑推荐

　　叶广芩秦岭巨献　　国内首部植物人文创作　　进入熊猫“门”是一咱下坡，一线羊肠，8公里
的优美小路，8公里的山溪跟随，8公里的鸟鸣相伴，看不见天，天上是绿树浓阴，看不见地、地上是
苔藓落叶，那是千百年来无人搅动的静谧，是只可欣赏不可亵玩的神圣。　　不可高声！　　走进这
片森林，轰地，立即感觉到被万千生命紧紧地拥入怀中，这种拥抱真挚、热烈、不折不扣，让人呼吸
紧迫，心跳加速，那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一个个等待你许久、企盼在这一刻相传的朋友的热烈拥
抱，扑面而来的浓郁清香，推不开扯不断的环绕，由不得你张开臂膀，将它们纳入胸中。　　你们好
，我的草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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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无闲草》

精彩短评

1、这本书更像一本科普读物，引领者我们漫步在秦岭的山水间。但我更喜欢她的《老县城》
2、游记类的书，更喜欢她其他的作品。
3、关于植物的书若是没有身临其境，真的，每种植物都长得一样。还是喜欢听叶老师讲故事。
4、介绍了很多种植物的功效 心得体验 游记的内容写的还是有些乱和粗俗
5、文字流畅，大气！图片也好，就是喜欢叶广芩的作品
6、还不错，既有植物学知识，又不乏人文情调，但是图片质量差，而且图文错位
7、每次车过秦岭，都不免想象一番的。
8、叶广苓的作品我都爱看
9、文、图都很有质量的一本书，叶老师的徒步旅行路线可以考虑。秦岭之美，小时候就听地理专业
出身的老爹讲过，但是到现在都没去过，好羞愧好羞愧......
10、植物科普书，出山之后读觉得很亲切。
11、从第一次买叶广芩的作品开始，就打心底里喜欢，喜欢那种自然清新、轻松自如的人生态度，往
往蕴藏着发自内心的幽默，有时候又被她丰富的历史和人生的厚重所折服和感概。看这样的书，一是
相见恨晚，再就是过瘾！
12、可以认识不少植物，但是配图不是很清晰
13、令人心醉神往的秦岭，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看。
14、图小留白大 有点不厚道。说教味颇浓。
15、见过的不多
16、很好看的书，其实图片可以精细一些，文字可以精简一些。
17、凉风垭到火地坝到三官庙这条线路似乎比较适合十分不喜欢爬山的我，中途还能吃到细辛笋尖炖
土鸡。只是到哪能找到这么好的向导啊
18、朴实真挚
19、千山响杜鹃⋯⋯
20、好看但内容太少
21、太多能好怎了，不过里面许多和秦岭相关的故事，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看秦岭。
22、还没看。好多一个小图占一页，内容感觉不是很丰富。
23、图片的印刷质量不好
24、图文并茂，耐看
25、作者边走边写的方式，采用大量的图片；向您介绍着中国的植物宝库秦岭；主要植物按照叶、花
、果的方式，详细的介绍了很多的平常难见到以及被忽视的植物；它的传说，用途，药效等，影响最
深的是去当地的老乡家吃饭的情景，浓浓的乡情，美味的食物，（独特的味道是当地特有的食材及香
料，共同缔造出来的。）使我都有想去秦岭的冲动，最棒的是作者的宠物狗，要是能送我就好了。
26、关注这部书已经很久了，终于半价买到了，得意中。。。重要的不是价格，是对叶老师作品的喜
爱，已经买了好多本了，每本都爱不释手。
27、3月28日于万邦跳读，可以翻翻，聊以消忧解惑。作为背靠秦岭长大只进过一次山林的人，对叶老
师这种实地亲历的行动表示佩服。
28、最初想看这本书是因为听说了书里曾周的故事，看到曾爸爸蹒跚着说最后一次，心也和他一起碎
了。从此决心一定要看完这本草和山和人的故事。
29、书排版和文风都让我很喜欢，闲时翻翻。需要了解某种具体“闲草”时，再仔细看看，是一本可
以收藏的书。
30、叶广岑的书一定要买的，大家之作，经典藏书，百读不厌！京味小说除了老舍，就看叶广岑了！
强烈推荐
31、作为一本普及植物学的书还不错，作为一般读者可能没那么有意思
32、内容不错但是少，图片质量不行
33、山川之美
34、真是让人不忍释卷，是植物志，草药志，民俗志，亦有对故人的怀想，对天地的参悟，跟着党高
弟走学植物，跟叶广芩走听故事，小瑾的存在则让叶老师的吐槽特别可爱。迫不及待想安排“秦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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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无闲草》

闲草”之旅！虽然偶见错字，插图的安排也有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
35、很好的植物教科书.
36、科学读物，以小说的语言来写的。
37、争取三年之内，徒步鳖太
38、秦岭无闲草，秦岭的每一棵草都有自己的故事。叶广芩写了草，植物学家党高弟解了草，再配上
实物图，真是再好不过的植物学入门。然而又仅仅只是草吗？永远留在秦岭的曾周，山中一代一代的
居民，叶广芩也写了人的故事。山还青，水还流，曾周墓边的太白杜鹃仍在陪着他，一切依旧，人老
了。＂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
39、秦岭之美，有很多个角度。考察见闻加植物科普的形式很好，秦岭路旁的草都如此斑斓绮丽。作
者抒发自己的感叹，诚挚，中间加了吐槽，有趣。
40、质量一般，有一页多出来一块，内容还不错，嫌麻烦不换货了........
41、秦岭真好。
42、本来是把读过的书都呕出来的。结果就看到了这些。
43、送给经常去秦岭出野外的同学。
44、给自己的，我是学药用植物的，应该能喜欢，自己的爱好啊！
45、一个擅长文字的人和一个知道很多植物的人
46、梦里都在走三官庙这八公里⋯⋯愿我再能有五个八个小时看看秦岭的草～自己一本送了老师一本
，两地同看，觉得自己离家不远
47、学植物的人应该读读
48、老彭每去一地出差就会带礼物回来给我，有当地特产、有玩具、如果什么都没有带回来的就一定
是书，这本是他从我们的家——西安带回来给我的，那天他一回来就去台里加班，我跑去找他，一边
吃他从大皮院带回来的面皮肉夹馍柿子饼一边看这本书，他讲了秦岭山里的一草一木，就像把我们当
年进山实习的路又走了一遍。每个地方我都知道，每种植物我都认得。
49、三星给书，一星给狗
50、因为一口气买了叶广芩好多书，所以这本书还没开始看，但对作家充满信心。哦，对了，书是正
版，并且送书及时
51、去年十月份第一次在成都的一家书店看到，就喜欢上了，但是，定价60，好贵啊！没舍得出手，
各大网站看了看，价格都是七折，等啊等，没有更低折扣了，忍不住 还是出手了，果然没有失望。叶
广芩和党高弟一个从作家的角度，一个从植物学家的角度，展现了一个美丽而丰饶的秦岭。非常喜欢
！
52、逢出必买
53、读得很快 属于能翻很多遍的
54、很有趣味的书，有花草故事，有山村人情，有专业知识，有路线指引。最关键是有感情，对秦岭
一草一木
55、帮姑姑买的，说是需要，就是为什么这么贵呀！
56、看叶广岑写曾周，几十年了埋在秦岭深处三官庙村里，碑就是一块石头三十几个字，八十年代北
大生物系的学生，在佛坪考察大熊猫时跌落山崖，同学们挖了一株太白杜鹃陪伴他，老师潘文石和同
学吕植已经是知名学者。叶有一年碰到曾周汕头来的父亲，老人对着山喊，周周，爸爸来看你了，爸
爸老了，以后不来了。
57、如上所述
58、叶老师还是写小说好看，尤其是老北京的八旗子弟的故事。
59、内容不错，装帧爆差。内地的图文书籍老是这么想当然的花里胡哨乱搞一通，不知所谓！看得人
无明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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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无闲草》

精彩书评

1、秦岭草木志秦岭不仅是个地理概念，其南北的人文景观亦各具特色。北面的关中平原史称“八百
里秦川”，秦岭之南是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如果以秦岭为中心考察这一区域，或许会
发现其美妙何在。每次坐火车从秦岭穿过，都是在夜晚，尽管很亲近却从来没有看过风景，更不要说
亲睹那些植物了，还好，著名人文作家叶广芩，我国首个“动物保护区”开拓者之一的植物学家党高
第最近推出了《秦岭无闲草》，讲述的是秦岭里生活的千百种植物，它们在那里生活沿袭，至今还多
少没发现其价值，犹如闲草一般，不被重视。在叶广芩和党高弟的眼里，秦岭是宝，是中国的心脏，
其地理蕴含和人文景观，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秦岭无闲草》，他们采用独特的二者交流互动的方式
，科学全面而又妙趣横生地介绍了秦岭植物世界的方方面面。既有对秦岭植物多姿多彩、异样纷呈的
科学展示，又有发乎内心深处、充满人生感悟的温情叙述。“有一年五月我路过这里，只有犀利的山
风和满山的雪，大朵的杜鹃在风雪中开放，凄美悲壮，一只血雉呼啦啦从石头后飞起，唬得人兀地停
下脚步，你惊了它，它也惊了你，你停了，彼此相对一笑，那感觉十分奇特”。秦岭上有3000余种植
物，其中药用植物就有400多种，分布面广，价值非凡，叶广芩说，“以逛山景、征服山野、猎奇为目
的的简单游走是无法体会秦岭的内涵、物种的精致”，在书中，叶广芩所行走的路线是位于佛坪县的
佛坪自然保护区，属于秦岭中段南坡：从凉风垭到三官庙，到大古坪，然后从光头山经老县城到太白
山，这一路行走，所看到的植物只是秦岭的一部分，也足以令人惊叹。面对厚重无华的秦岭以及生发
于此的植物奇葩，叶广芩亦赤诚袒露自我，倾注着自己对秦岭的一腔大爱。在她温情的眼中、灵性的
笔下，秦岭的草木有着各自的性情和故事，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它们仿如不再是一株株植物，而收录
在书中的图文资料是“植物达人”党高第二十余年秦岭植物研究结晶的首次面世。本书内容是在他上
百万字的研究笔记、十几万张图片资料上的精选，刚好可以作为去秦岭作为赏花识草的指南了。在秦
岭间游走，赏花识草固然是一件美事，却也艰辛：山茱萸、大黄、细辛、厚朴⋯⋯每一个细节都让人
“彼此相知相望，永不言弃”（叶广芩语），在她看来，三官庙是秦岭的肚脐，是秦岭最柔软的腹地
，在那里，神话不再是神话，传说变成了现实，那是天地人融合成一体的至臻至妙之境，是上帝遗忘
在人间的天堂。在这样的语境下看秦岭也就成为了幸事，穿越密匝匝的原始森林，跨过无数道溪流，
在遮天蔽日的林海中行走半日，如此与自然亲近，或许能起到我们的心灵净化作用。值得一提的是，
《秦岭无闲草》提供了实用方便的资讯，配发了大量图片和相关实用信息，举凡秦岭旅游的线路、景
点、食宿等旅途信息以及秦岭植物的性状功效、药用食用价值、使用方法等等，均有详尽介绍，不啻
是一部秦岭养生、旅游指南，同样也是一部秦岭植物人文志。然而，我又担心，如果去的人多，这些
草木是不是被“有识之士”挖走，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吧，不过，如若因此很多人认识秦岭的草木价
值，从而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也够好。《秦岭无闲草》 叶广芩 党高弟著 长春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定
价：60元
2、如果不是对秦岭或是植物抱以热情的人，这样的一本书自然就变得相对乏味很多。然而若你恰好
是属于前面提到的那两种人之一，那么你真的就该去读读这本书，并且一定会为之感到惊喜。与其说
是一本解读秦岭草木的书，不如说是把科普和散文都结合在了一起。此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把叶广芩
和党高弟的解说以并列式呈现了出来。其间还有史晓瑾的零星片段。也就是说，面对同一种植物，你
既可以读到党高弟的专业解说，也能读到叶广芩的散文随笔，还可以读到史晓瑾同学那很有些圈外人
味道的白话感想。当然，之于我这么个不管走到什么城市都一定要去当地的植物园溜达一圈的人，其
间大幅大幅的影像资料才是最重要的。白草莓我是亲眼见过的，但是白草莓花却还真是头一回看着照
片。还有五味子金粟兰油点草，这些都是平日里在城中难以得见的植物。但是这些不会说话无缘见面
的植物，都这样安静的生长在同样安静的广袤的秦岭之中。另外，之于秦岭，既然有叶广芩，既然有
党高弟，又怎么会少了对秦岭山中人的生存解读。他们活在大山之中，保持着相对封闭而又平静的生
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实之前在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中其实也对这样的群体做了解读，但那
更多的是一个美国人对于中国隐者的带有偏差的追寻。《秦岭无闲草》则更多的是从生活本身去引导
认知。比如说他们如何耕作、如何生火做饭，又如何面对茫茫秦岭这一家园本身。其实秦岭于我而言
并不陌生。除了因为学校就在秦岭脚下而几乎每天都得以见其清晰的轮廓以外，上次去汉中走高速，
也是在秦岭之中穿越了很久。而且从成都飞西安次数太多，天气好的时候也能看见秦岭的山顶白头，
甚至那些隐匿其间无从得知其用途的建筑。因此也就一直反复记着它凌厉的轮廓，和对南北的辛辣分
割。PS:Aki这只北海道犬真的是萌得无边无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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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秦岭无闲草》的笔记-第158页

        右边坡上有人家，记得当年他家的母猪跟野猪谈恋爱，被野猪拐跑了，到处也找不到。过了些日
子，野猪把母猪送回来了，母猪进了圈，野猪徘徊了许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出走的母猪回来下了一
窝小猪，都是杂种，腿长、嘴长，身上有条纹，是野猪的后代。保护区的人说要研究，不让杀也不让
卖，这家主妇见了我们气哄哄地说，快点弄走吧，这群东西太厉害，把母猪的奶都咬烂了。
lol

2、《秦岭无闲草》的笔记-第7页

        走进凉风垭，我有种回归的感觉。我是其中一棵草，前生在这里，来生我会回来。我知道，沿路
走不多远便会遇到山道边那棵不起眼的草芍药，它年复一年地发芽、生长、枯萎，我一次次从它跟前
走过，它在轮回中永远年轻，永远充满生机，或是鲜花绽放，或是碧绿如黛，摇曳在凉风垭的清风里
。每每想见，我都欢呼呐喊，给它以赞美，它激动得摇头晃脑，叶片颤抖。我在一年年相遇中老去，
而它们依旧年轻。是的，在生命过程中，我们曾经懂得对方，曾经相得益彰。

3、《秦岭无闲草》的笔记-第153页

        我知道了，名声再大，也得低调，心里也得装着大伙，想着别人。得时刻提醒着自己：你以为你
是谁？

4、《秦岭无闲草》的笔记-第5页

        牛蒡子：菊科，茎干粗壮多分枝，呈现黑褐色或紫褐色，叶子大，呈心形；球形的果实外面长满
带钩的刺，那是花的苞片特化而来，一则是保护花朵，二则便于传播种子，扩大种群。种子是中药大
力子，能散热解表，解毒透疹，清喉止痛，袪痰平喘。当地人用它肥厚的嫩根炖肉能大补身体，算作
上好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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