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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之趣荷之趣
□安殷

世上爱荷花的人很多，我也是
其中一个。

每年都会到荷塘边去赏荷、拍
花。城区内的中心公园、小山公园、
戚家山的蛟山公园，都有大面积的
水域种植着荷花，让人赏心悦目。
离得远，最好用长焦，而大碶街道的
璎珞村和先锋村有荷花育种场，都
是盆栽，人可以凑得很近来拍摄。

那里的品种非常多，以我有限
的荷花知识，认不了几样。看了很
是觉得词穷，只蹦出：真养眼。花色
迷人眼：深红、浅红、白色、粉色、鹅
黄，都惹人怜爱。千姿百态，有单
瓣、双瓣、重瓣的。荷花之初蕊、含
苞欲放、微开、盛开，都具美态。含
苞的古人称为菡萏，像是豆蔻少女，
半开的是妙龄女子，盛开的则是新
婚少妇了。美人不寂寞——常常有
蜻蜓和蜜蜂在上面采蜜、盘旋。

即便是开败了，红的花瓣、黄的
花蕊坠落荷叶上，也很迷人。女儿
看到了，说可以用这个花瓣做衣
服。我曾赞叹她的奇思妙想：红落
黄出青子见，片片坠在叶之间。巧
织衣衽施花瓣，小女欢欣绽笑颜。

花瓣刚落，花蕊还没有完全掉
光，而嫩青色的莲子已经可以见到
了。成熟的莲蓬，青绿色，莲子布在
上面像是一个个的眼睛。记得有次
买了几个莲蓬，和女儿一起品食。莲
子很鲜脆，微带甜，莲心略有苦味。

荷叶大小不一，小的睡莲只有
有盘子大的模样，而王莲的叶子直
径至少有2米，据说都可以在上面
站小孩了。女儿那次看到王莲的照
片，说这荷叶是她的船，她要带着船
桨去划船。

荷叶之美，在形态。初开如铜
钱，所谓“荷叶犹开最小钱”。叶片
长开后，喜欢看水珠或是露珠在上
面滚来滚去。水珠干了，周邦彦说：

“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
风荷举。”深秋了，荷叶败，如今连女
儿都会背诵：“荷尽已无擎雨盖。”

好植物都是多功能的。荷更是
这样的妙物：可以观叶，赏花闻香自
不必说，关于荷花的诗句多如牛
毛。莲子可以食，莲藕更是美味。
藕、叶、叶柄、莲蕊、莲房皆可入药，
能清热止血。莲心有清心火、强心
降压功效。莲子有补脾止泻、养心
益肾功效。荷叶也是妙物，小孩摘
来当伞自不必说，还可以做烹饪原
料。可用来包菜肴，如荷叶蒸鸡或
包大米作荷叶饭等，杭州有名的叫
化鸡和荷香东坡鱼，都有用到它。
荷叶有清香，可增味解腻，而藕和藕
带之美味，值得大书特书。

一直想自己种荷花，试养过一
种小小的碗莲，已经长出了很多叶
子，但不知何故还是枯萎了。后来
想过买一盆待开的荷花，也没实
施。有些东西，欣赏就好，不一定非
得拥有。就像少时有位“小莲”的姑
娘，与之通信了很多年，以为会有交
集，但最终还是相忘于茫茫人海。
于是，对养荷花，也就释然。

重走威尔逊之路
寻访高原植物（下）

既来之则安之，变幻莫测的天气说不
定待会又晴了呢！于是车子又向着高山驶
去。盘旋变化的山路越开越高，神奇的是，
雨也停了，天慢慢亮了，还有些微微露出点
阳光的感觉，不由大喜：看来我“太阳女神”
的好运尚在！

车子慢慢开到了巴郎山的半山腰，远
山如黛，层层叠叠，浓绿的针叶林像山中
的阴影，偶尔还可以看到对面山峰上残留
的白雪，山间飘过一阵阵飘渺洁白的云
雾，仿如仙境，后排的朋友们第一次见到
如此高山美景，一路都在感叹惊呼，就像
误入桃花源的武陵人。昨天看到的一树
树杜鹃花在山路边一路盛开。海拔一路
攀升，慢慢地上升到3000米以上，我们离
开了高山针叶林带，进入高山低矮灌丛

带，又慢慢进入灌丛和高山草甸混合的自
然带。路边出现了暗紫色硕大花朵的独
花报春、粉紫色的多脉报春、狭萼报春，以
及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绝美蓝色的浪穹紫
堇。在威尔逊的旅程中，他描述道：“在有
禾草覆盖的巨石上和有干湿适度的壤土
处，多脉报春开出淡玫瑰红色花，惹人喜爱
……然而最使人喜爱的草本植物可能当属
很特殊的独花报春，其花大、单朵、紫罗兰
色，外形极似长春花，生长在5-6英寸的花
梗上。这种不像报春花属的报春花在草丛
中很多，各种草本植物真是多得不可胜数，
整个原野成了色彩的盛宴。”我们来的时候
尚早，高山的花季刚刚开始，威尔逊所描述
的“色彩的盛宴”并未能见到，而这种独特
的独花报春，我们有幸看到了。

（上接6 月16 日16
版）从邓生沟下来，住在
海拔2000米的卧龙，这
雨却越下越大不见停
歇。我们又回到了冬末
早春的温度。一夜听着
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担
心着明天上山的天气，又
忽然想到，在身边山上的
某处，大熊猫们正生活在
那里，不由又觉得非常奇
妙。终于，雨声在十点多
停歇了，我一阵欢喜，安
心地沉入了黑甜的睡眠
中。

一觉醒来，睡足了
八个小时神清气爽。山
间的空气带着高海拔特
有的冷冽树木香气，沁
人心脾。然而悲剧的
是，等到我们吃完早饭
整装出发，雨又突然下
了起来。这一带四周都
是高峻的群山，此时抬
头看两边的高山，都笼
罩在一层层浓郁得无法
散开的云雾中，而我们
今天的目的地，是要翻
过这高山垭口。

孙小美

终于，我们在路边见到了第一朵全缘
叶绿绒蒿，这也是此行最大的目标。作为
绿绒蒿属中最早开放的花朵，全缘叶绿绒
蒿在冰雪刚刚消融的季节就开始绽放。罂
粟科绿绒蒿属共49种，1种产自西欧，其余
48种均分布于东亚的中国—喜马拉雅地
区。我国有38种，集中分布于西南部。绿
绒蒿花朵大多数生长在高海拔气候恶劣之
处，花朵硕大美丽，更有湛蓝色、嫩黄色、湖
蓝色、鲜红色、紫罗兰色等各种色彩，是所
有植物爱好者趋之若鹜的“绿神”。威尔逊
的记录中有：“在海拔11500英尺以上，华
丽的全缘叶绿绒蒿成英里覆盖山边，花大，
因花瓣内卷而成球形，鲜黄色，长在高2—
2.5英尺的植株上，无数的花朵呈现出一片
壮丽的景色，在别处我从未见过这种植物
长得如此茂盛。”而随着海拔越来越高，低
矮灌丛渐渐消失，我们进入了高山草甸带，
成片成片的鲜黄色绿绒蒿开放在草甸乱石
之上，形成了一片黄色花海。一百多年前
威尔逊曾经见过的胜景，也震撼了我们。
此时海拔已经到达4000米，接近山顶垭
口，气候变得恶劣，浓浓的白雾笼罩，温度
只有三四摄氏度，我们穿着羽绒服、冲锋
衣，顾不得寒冷，在全缘叶绿绒蒿的花海中
拍摄、观赏。高海拔地区带来的微微晕眩、

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已经完全被我们忽
略了，只是陶醉在这壮美的花海中。

最后，害怕下午山顶上气候更加恶劣，
在同行朋友的一再催促下，我们恋恋不舍
地离开这绿绒蒿的王国，继续往垭口驶
去。一路上深紫色的车前叶报春花开成花
海，和全缘叶绿绒蒿错落地生长在一起，这
黄紫对比色搭配如此大胆美丽。中间还行
走着呆萌的牦牛，一切都笼罩在浓浓的白
色云雾之间。随着海拔继续升高，山上的
植被越来越稀疏，全缘叶绿绒蒿的植物也
越来越矮小，但仍然绽放着花朵。慢慢地，
这里变成了一片碎石覆盖的不毛之地，前
两天山顶下的大雪仍未全部消融。到达垭
口的时候，云雾变成了细密寒冷的雨雾，四
周一片皑皑的白雪，我们又回到了寒冷的
冬日。但我们知道，用不了半个月、一个
月，这里就会变成高山植物的花海，蓝色、
红色的绿绒蒿，黄色紫色的报春，蓝色的紫
堇，还有各种密集的姹紫嫣红的高山花朵，
将让这里变成一片五彩缤纷的高山花园。

翻过巴郎山垭口，一路下山，来到海拔
3000米的日隆镇，这座坐落于四姑娘山脚
下的藏族村庄，威尔逊来到这里时，还是

“一沃日人的村子，约有20户人家，一座小
喇嘛寺，一座高大的方碉楼”，如今已经是
布满客栈的繁荣景区。清澈湍急的溪流从
村口淌过，河对岸的山坡上，嫩绿新叶的树
木下，此时开满了粉色的山光杜鹃、玫红色
艳丽的川赤芍和粉色可爱的桃儿七花朵。
此情此景，让所有人造的花园都黯然失色，
自然的美是如此随意任性、不拘一格，却总
是恰到好处，净化着每一个疲惫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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