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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小山，本名

胡东平，70后，现
居宁波。资深植
物爱好者，“小山
草木记”微信公
众号主人，专业
植物社群“拈花
惹草部落”创始
人，《花园》杂志、
甬派等媒体的专
栏作者。在业余
时间里，他致力
于发现身边触手
可 及 的 草 木 之
美，普及植物知
识，讲述花草的
文化故事。今年
11 月，他创作的

《甬城草木记》一
书由宁波出版社
出版。

□记者 陈爱红

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和李渔的《闲
情偶记》是小山最爱看的两本书，它们
极具生活气息，小山非常喜欢其中与
植物有关的文章。2006年，小山就曾经
模仿这两本书写了一些关于植物的文
章。在加入了“浙江园林”微信群后，小
山又开始写文章了。在2015年11月，
他不仅自己建立了“拈花惹草”微信群，
还在朋友的鼓励下开设了“小山草木
记”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分享自己
观察植物的乐趣。越来越多的人受他
的文字感染爱上了植物。

户外运动者喜欢进山行走，而植
物爱好者则喜欢趴在山上观察植

物。植物爱好者形象地称自己
的行为是“刷山”。“刷山”有趣

吗？小山讲了大花无柱
兰的故事。大花无柱

兰是浙江独有的
野生植物，它的
结构很简单，只
有一叶一葶一
花。整棵植株
只有10多厘米

高，花朵约为成
人的大拇指甲大
小，花朵有如飞

机机身一样的唇
瓣，还拖着一个
叫“花距”的长尾
巴。去年，小山第
一次看到大花无
柱兰的图片时就
被它的颜值所
惊艳，但当时大
花无柱兰的花期

已过，要一睹芳容只能期待来年。今年
清明小长假的时候，小山到溪口“刷山”
时祈祷能与大花无柱兰偶遇，但是他在
河谷岩壁搜索了一天却无缘得见。接
下来的一个周末，他跟着宁波“植物活
字典”林海伦老师去“刷山”，当他小心
翼翼地攀上湿滑的崖壁时，终于邂逅了
朝思暮想的花仙子：青苔从中，一大片
大花无柱兰像一群紫衣仙子在微风下
翩翩起舞……一群植物爱好者不顾湿
冷趴在崖壁上，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拍
摄它们。小山仔细观察大花无柱兰和
它们生长的环境，发现大花无柱兰是种
非常智慧的生物：它们选择别的植物所
无法忍受的恶劣生长环境，是为了避开
竞争；它们的叶片青翠叶形宽大，有利
于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更多的养分；叶子
的基部还卷成了一个小漏斗的样子，是
为了便于收集储存在崖壁上的滴水或
雨水；它们的花葶纤细却坚韧地高高举
起花朵，好让授粉的昆虫看到花朵；花
朵上的花唇巨大，供传粉的昆虫起飞降
落，它的花距里藏着花蜜，只有具备了
相应长度口器的特定昆虫才能取食，排
除了那些只吃花蜜不能传粉的昆虫
……小山不仅收获了满满的喜悦，还通
过观察学到了很多知识。后来，他在
《甬城草木记》里分享了这次经历。

除了“刷山”外，更多时候他是在城
市里邂逅各种美丽的植物。在《甬城草
木记》中，小山按照一年四季的时间顺
序，介绍了宁波的常见植物。在这本书
里，人们既能看到春光浪漫、夏花绚烂，
也能看到秋色无边、冬日生机，更能收
获一份深深的博物情怀。

在上班的路上，你可曾留意过路边的花
草？在爬山时，你可曾被石缝间顽强的生命所
感动？生活中不缺少美，缺少的是一双发现的
眼睛。在植物爱好者小山的眼里，每一株植物
都是值得怜爱的，怜爱它们首先要了解它们，然
后再让更多的人去认识、珍惜它们。2015年11
月11日，小山开始利用“小山草木记”微信公众
号撰写文章讲述植物之美，至今已经推出200
多篇文章，拥有了7500多位铁杆粉丝。日前，
小山创作的第一本草木手记——《甬城草木记》
在宁波书展上举行首发，他用文学的语言讲述
了105种宁波植物前世今生的故事。

儿时的“零食铺”A
小山和植物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童

年。在江西的山村里长大的孩子大都得到
过山野的馈赠：长满了山花野果的山林，既
是孩子们的“零食铺”，也是他们的“零钱
罐”。小山至今记得，小时候夏日的清晨上
山放牛时，让牛在山坡上吃草，他和小伙伴
们就像蜜蜂一样去找“零食”。看到栀子
花，他们便连萼带花摘下一朵，揪住白色的
花管轻轻一扯，把花和萼分开，然后吸食花
管里的几滴“琼浆玉露”。栀子花的花瓣也
是一道不错的野菜，大人们将栀子花瓣在清
水里洗净，清炒或加两只鸡蛋炒一炒，就是
一道清热去火的爽口菜。栀子花谢了，长出
的栀子果还是一味不错的中药材，小山和小
伙伴们常常漫山遍野找寻栀子果，把它们
晒干后卖掉，换点零花钱。

山野里，一年四季都有可以换零
花钱的植物，除了采摘栀子的花、果
外，小山还采摘过油茶、蒲公英和山苍
子（植物志上叫山鸡椒）等去换零花
钱，这使得他从小就和大自然很亲
近。

儿时对植物的喜爱还与父
亲的一本书有关。小山的父
亲是乡村赤脚医生，常常上
山采些中草药为乡人治
病。父亲有一本《江西中
草药手册》，书上有很多药
物的名字，也有彩色手绘的
植物图。那时书少，小山没
事就爱翻看父亲的草药
书，他最爱的是那些手绘
植物图画。儿时看过的
书，当时并没有太深的
印象，但是长大后再看
到那些植物，脑海里便
会跳出它们的名字。

1997年，大学毕业的小山独自来到
宁波，女友则在千里之外的老家工作。
第二年夏天，女友要来宁波看他，他赶紧
洒扫庭院整理房间。把单身宿舍收拾得
干干净净后，感觉还缺点什么，站在阳台
上的他突然看见单位大院的花坛里栀子
花洁白如雪，就剪了几枝插在玻璃瓶里，
用清水养着放在书桌前……再后来，女
友成了妻子，那一束栀子花成了两人幸
福的回忆。

植物让身在城市的小山感受到了四
季的变化和对生命轮回的感动，他开始
自觉地关注起身边的植物——小区的绿
化带里、单位附近的公园里、山林的古道
边，到处都有植物的身影，为了更好地认
识植物，他特意买来很多植物图鉴，看到
一种不认识的植物就翻植物图鉴，但是
结果却让他感到沮丧，有时候翻完了多
本植物图鉴还是找不到答案。从2006
年到2015年初，小山虽然在植物学上花
了很多时间，但收获不大。对于没有系
统学习过植物学知识的他来说，自学太
难了，他渐渐对植物失去了兴趣。

2015 年初，微信群的兴起把小山

对植物的兴趣再度激活了。他拿着手
机，随手拍下身边的植物，随时通过微
信把照片发给从事园林工作的朋友叶
鸿星进行请教。他的求知欲越来越
强，有时候问的问题连叶鸿星也答不
上来。为了满足朋友的求知欲，叶鸿
星给小山介绍了一个名为“浙江园林”
的微信群，群里汇聚了省内优秀的园
林人，小山终于结束了独学无友的状
态，找到了盟友和组织。于是，勤奋好
学的他把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研究植物
上，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
在群里发些白天拍的照片，问植物的
名称和类别。他对此乐此不疲，却让群
里的植物大咖们苦不堪言：这些零敲碎
打的问题太简单了，不回答又怕挫伤他
学习的积极性。终于有一天，群里的应
烈杭老师忍不住说：“你不会自己去钻
研一下吗？每天答案来得太容易了你
记得住吗？”应老师的批评点醒了他，应
老师给他推荐了一批植物学的书籍，这
些书让小山对植物学有了系统的了解，
对植物的研究也渐入佳境。

小山：
跟着草木
走四季

“刷山”乐趣无穷C

园林大咖指点迷津B

大花无柱兰 山鸡椒 蒲公英

平时爱“刷
山”的小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