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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药香》

内容概要

月光下的山谷所有的景物都像梦幻一般，而一丛一丛的栀子花则像一片一片落了一地的月光。 在这样
的夜晚，我感到手中的花就更轻了，恍惚间，我不知自己是在采花，还是在拾掇月光。 他们说这是“
追忆”，我宁愿相信，无论多老，他手里捧着的是一颗孩子的永远新鲜而敏感的心。遍地药香，记录
下他和这个村庄的另一种隐秘联系，并且在遥远的时空后将完成一次“润物无声地拯救”。
本书回应了现代都市人对于宁静的渴望，逃避喧嚣都市，有意识地融入自然。作者的本事，就在把普
通的山村、普通的植物与个人的成长是那么美妙地结合在一起。他在《遍地药香》里描叙的世界就像
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通过他的文字，我们在想象里结构了《遍地药香》里的瑶山，那是一个奇妙
的世界。那个世界也许与我们真正见到的瑶山会有差别，但是它是属于谢宗玉的，我们无法复制。客
观的场景我们可以再次去体验，一个人心灵的经验是无法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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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药香》

作者简介

谢宗玉：中国作协会员。上世纪七十年代生。湖南安仁人，现居长沙。有作品见于《天涯》、《人民
文学》、《中国作家》、《大家》、《收获》等刊。曾荣获湖南青年文学奖等等多种奖项。散文进
入2001年中国散文排行榜。著有散文集《田垅上的婴儿》《遍地药香》。

Page 3



《遍地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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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药香》

章节摘录

　　栀子花（栀子）　　花是栀子花。栀子花的淡雅清香很多人都知道。但栀子花的食用价值，大概
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故乡安仁县瑶村有片山野叫栀子花谷。不知什么原因，谷中聚集的栀子花
丛特别多。出了谷，栀子花就东一丛西一棵，零稀得很。植物学家一定会说是山谷的土壤、气候特别
适合栀子花生长。而我更乐意看作是花儿志趣相投，才走在一起来聚居。　　栀子花一股开在春末。
先是一些个翠绿的苞儿慢慢、慢慢地长大。突然一个早晨，有一朵花先绽开了，在微微的晨风中怯怯
地晃动着素洁的脸。第二天早晨干朵万朵的栀子花就放肆而开。仿佛是合唱，都在等着谁先发个音似
的。寂静的山谷一下子因万朵攒动的花儿，热闹了。　　食花饮露本是仙人所为，我不知故乡是哪一
辈的祖先把栀子花弄到自家餐桌上来了？第一个食螃蟹的人需要勇气，而第一个以花为食的人则需要
诗心。听说祖辈有一个中过进士的风流才子，我怀疑，就是他了？总之自从栀子花上了故乡的餐桌后
，每年春末就有那么一段时间，栀子花会成为村人的主菜。而到我童年时，食花已完全不是因为雅情
，而是实在没有更好吃的东西了。　　总就那么一个山谷，大家竞争采撷，花就供不应求了。何况我
们不单是自己吃，还要拿到集市上去卖。好在要买的人并不多，外地人大多吃不惯，只为图个新鲜而
已。先听说花能吃，就兴冲冲地买一点。但尝过之后，觉得味清寡，有余苦，就再不吃了。那时村人
也是穷疯了，大凡能换点钱的，都拿到集市上去卖。要不然明知别人不喜欢，又何苦受那份罪呢，往
往卖不了多少，还得自己提回来，扔又舍不得，就晒干用罐子储存着。等过年时，有了肉，拿来蒸肉
。那倒是道美菜。　　栀子花的花期大约一周左右，一周之内，枝头所有的花蕾都会次第开放。所以
在这段时间内，村里的孩子都起得很早，不等天亮就提着个篓子上山了。孩童时代的我，那时节老兴
奋得睡不着，早上每每就要晚起，多是母亲把自己从睡梦中叫醒，一骨碌爬起来，提个东西迷迷糊糊
就往外跑。微光之中，村里正是人影幢幢，狗吠声声。有时就起来晚了，别人都走了，村里已恢复了
宁静。再要上山，就采不到什么花了。因为栀子花都是夜里开，再要采，只能等到明晨。垂头丧气折
回家，把篓子往墙角一扔，撅着嘴，十次百次地埋怨母亲叫晚了。　　记得花期多是晴日，晚上有月
亮。有时不需母亲叫，自己就醒了，见窗外亮堂堂的，以为又起晚了。穿起衣服出门一看，发现是月
光骗了自己。返回屋，再要睡，却没有一点睡意了，又怕真的睡着了，一时醒不来。于是干脆就提着
竹篓上山。　　月光下的山谷所有的景物都像梦幻一般，而一丛一丛的栀子花则像一片一片落了一地
的月光。在这样的夜晚，我感到手中的花就更轻了，恍惚间，我不知自己是在采花，还是在拾掇月光
。等篓子满了，夭还没亮。我下山时，别人才上山。就有人惊呼：天！你怎么这么大胆子？就不怕狼
，不怕鬼么？我心略凉：是呀，采花时我怎么就没想这么多呢？　　由于花是夜里开放，花心窝里总
要储一些夜露。把花从花蒂中拔出来时，用嘴噙着花尾一吸，就有满口清甜。那滋味儿是我后来在城
里所吸的任何东西都没法比的。有时我摘花时，就会连花蒂也摘下来。这样自然慢了摘花速度，但我
不在乎。我把带有花蒂的花拿回家，给邻居小清吸。小清比我小三岁，又是女孩，还不能上山采花。
有几年都是我把有蒂的花带回来，然后由我把花从蒂中小心翼翼地拔出来，塞给小清吸。我还把没有
蒂的花分一半给小清家做菜吃。我以为等长大了小清会嫁给我做婆娘。但后来我才读高中，小清就被
她娘逼着出嫁了，新郎是个木匠。再后来我上了大学进了城，小清她娘就有了悔意。而我反过来却认
为她做得对。就这样留一份纯美的感觉也好。要不然经过文明的“洗礼”后，我那颗已被整治得歪七
乱八的心，怎么还配得上小清的那份纯真呢。我这么说是有些矫情，不如干脆说我有一肚子歪歪的学
识，而她没有。我们不般配。　　花多得吃不完，就餐餐吃。花味清苦，但花香袭人。每年春末的这
段时间，整个村子香气扑鼻，条条通往村庄的山路上也余香缭绕，颇有“踏花归去马蹄香”的意韵。
连村人的下放之气也没有臭味，而是一股淡淡的草青味。采花食花对于村人来说，本来已经成了一件
很功利的事情，但食花过后，人人满口余香，内外通透，无形中就有些道骨仙风的气质了。　　十几
年过后，我从乡村来到城里。有一年过情人节，我送了一大把玫瑰给我女友。那晚我还兴致勃勃地讲
起了童年时采食栀子花的事，没想女友不等我讲完，就瞪着我说，“花是用来吃的吗？真败兴！”说
罢将我送的玫瑰往地上一抛，走了。并且因为这事我们最终分了手。　　我女友的潜台词无非是说花
是用来看的，用来欣赏的。而事实上把花枝折下来带回家，插在瓶中，看它们由鲜嫩娇美变成憔悴干
枯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么？我看也不见得。我们食花败兴，他们天天食鸡鸭鱼肉就不败兴了么？由这
件小事，我发现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里，充塞着许多伪善，伪道德，伪浪漫，伪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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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药香》

精彩短评

1、这是开始
2、七心海棠推荐的，还挺好看
3、想想作者笔下的瑶村的样子吧~
4、大一看到的时候觉得封面很有意思，结果也确实很有意思，这是我大学在图书馆里借的印象最深
的一本书，真的很喜欢。
5、喜欢那种纯净，自然又有趣的山林生活。
6、印象很深，借的
7、高中看的 刚才看一个有毒植物的相册忽然想起来了 薄荷有各种药用 种着还是挺放心的
8、很美，归乡的感觉，因为这本书，我萌生了写一些植物志的冲动。
9、是药?还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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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药香》

精彩书评

1、莫言有他的高密庄，沈从文有他的水乡，每一个人都有种归属感，在文字中不知不觉流露出那种
无法跳出的依恋。这是也一个江湖，有恩怨情仇，有数不清的故事；对于谢宗玉，遍地药香的故土就
是他怎么写都撇不掉的味道，是属于作者本人的一种风格。也许，那个地方只是记忆里的景象，抽象
，蒙上薄雾而成，但是，也因此成了世界上的唯一，是作者自己的家园——忽然想到了那首歌&lt;望
故乡&gt;。我的家乡也有药园子，是北方的，却不乏温情的。多少共鸣和记忆因此重现，就因为这种
难得的美好的感觉，也应该好好珍爱这本书。
2、《遍地药香》无疑不是说明文，不是草药的简单罗列。草是由头，药是引子，谢宗玉意在记录心
灵的成长。谢的行文朴实，其间可见赤子在游走，牵连出难舍的亲情、乡情和朦胧的爱情。经由文字
，他构建了精神故乡，超越于现实中的湖南安仁瑶村，而独立存在。作者承认，在现实的故乡也难以
找到童年的感觉了，这是成长的残酷一面，不过幸好有文字，可以让昨日重现，留住那时的味道。说
些题外话。在《鸡脚芽》一文里，谢宗玉提到：“妻子在我的身后走来走去，我叫她，她也一声不吭
。因为写作，我明显疏远了她。她对我有意见，我是知道的。”我也写东西，知道生活和人性的吊诡
，综合他的文字所述，妻子的有意见，因写作疏远只是浅层次的，更深的原因，大约源于作者念念不
忘成长过程中的那些女子吧。妻子一定是文章的第一读者，看着“牵牛”的杨霞、兰花儿不断跳出来
扎眼，心里会好受吗？女人心事，不好猜啊。谢宗玉文字里惟一让妻子高兴的，大概就是他坚定信心
去衡阳参加岳父的六十寿宴了吧？呵呵。“如果知道那些草草木木都是人类的良师益友，大家又何苦
要削尖脑袋往城里挤呢？”“上帝造人一定是后悔了。它造的山川万物都能相辅相承，互利互惠。惟
有人类，做了彻头彻尾的反叛者，成了万千生灵的敌人。在这个星球上，趾高气扬，气势汹汹，要灭
谁就是谁！还公然叫嚣：上帝死了！”“如果这个社会，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疾病之所在，并且能准
确无误地医治。身体的和心灵的。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会出现诸如战争、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投毒偷
盗等等那么多‘疾病’了。上帝因此也能高枕无忧。”我觉得，谢宗玉应该偏离纯文学书籍，多读些
杂书，增进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而且不应在散文里多作议论。上面抄的几句话出自他的自序，一上
来就败坏了我的胃口，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有点无知者无畏的劲儿，差点儿让我放弃《遍地药香》
。很明显，他的长处不在于此，实在应该扬长避短才是。他的长处在哪儿？再看下面几句话，你就明
白了——“我母亲常说：就两点人，彼此一定要好生相待。母亲不说两个人，而说两点人，把人一下
子说得渺小起来。两点人好比茫茫宇宙中的两粒尘埃。由于出于同一母体，彼此当然要好生对待。”
“醉后的外公回到家里，只要外婆稍微说他几句，他便会施以拳脚，把外婆打得眼青鼻肿。外婆对付
不了外公，就把家里的锅碗重新摔一遍。还不敢重摔。重摔下的锅碗，必会四分五裂。而外破摔的锅
碗，豁而不裂。这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功夫。是外婆在长期的婚姻生活中苦练出来的。”“伯母喜
欢跟母亲抢东争西，这回她把‘宗兰’的名字抢走了，高兴了好一阵子。母亲说：让她高兴吧，女儿
没生在她前头，但名字（‘宗梅’）却要取在她的前头。母亲的意思是说，梅花开放在玉兰之前。这
些琐事，现在想来，既让人觉得好笑，又有一种温馨蕴藏在胸。”
3、书名取得真好。自然造物，不会随随便便，凡物有益，看你怎么用。药是治病的，药是苦的，但
闻着药的味道（中药、植物药），的确是香的，即使是陌生的怪味，也让人感觉亲近，充满了希望。
写的是药，其实是生活。这世界若没有病痛，就不会有药的意义，可是，这世界的病痛很真实，药就
是带来拯救的东西。“如果世界不需要我们就太好了。可是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在。”遍地药香，就
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顺应自然，坦然承接生活中的不如意，化不如意为积极的乐观态度。
4、　　于苏斯治好了别人的病 就会拍拍手 　　说：我做尽了坏事 　　 　　他认为活着就是受苦 可
是他要为那些想苟活的人行医
5、一枚苍耳子不会引人发笑，两个并行的人不会凭空笑成一团。被苍耳子粘到一处的人肯定会乐不
可支，孩子尤其。大人则可能在笑闹中眉来眼去情愫暗生。灯心草的安神镇惊功能，只在顽皮男孩乖
乖坐定看妈妈熬灯心草汤的那段时间发挥作用。看着孩子脏兮兮满脸堆笑地捧来辛苦从大山里采来的
稀有的七叶樟，那一刻亲人除了幸福和快乐什么都想不到。这就是七叶樟百毒不侵的疗效。我看谢宗
玉写的《遍地药香》时象被来自山野的雾气层层包裹不自知，兀自困惑自己是想从药性中领悟人生，
还是从人生中看到植物的宿命，是人影响了药性还是草药改变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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