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辟地开天世界新，心高志远傲翔
行 。 大 围 山 耸 彰 忠 义 ， 槽 渡 水 甜 寄 友
情。//持厂旺，掌宗兴。凶逢吉至是何
因 ？ 积 德 行 善 真 美 颂 ， 有 道 人 生 坎 是
金。”这首 《鹧鸪天》 是写给志翔哥的，
以对他一辈子积德行善、彰行忠义的品行
表示敬意。

志翔哥，官名杨志翔，今年75岁，曾
任湖南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省政协委员
等职，为我家数十年的故交好友。他年龄
比家父小 10 岁，又比我们兄妹大十余岁，
赶现在喜欢把人往年轻叫的时髦，我们兄
妹也就都称他为哥了。

志翔哥因家庭成分高，早年历经坎
坷，但他谨记家人训导，处处与人为善、
广播仁爱，可谓忠肝义胆，深孚众望。
1965 年 9 月，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到
浏阳县大围山区白沙公社下彭生产队落
户，成为长沙市第一个主动报名上山下乡
的知青。次年10月，同队知青陈翔龄不幸
染病身亡，追悼会上，志翔哥认陈母为干
妈，誓言一定尽子忠孝之责。这以后，他
经常探望陈母，视老人为亲母伺奉，陈母
对他也疼爱有加，两人情同母子。1982
年，陈母卧病在床，志翔哥夫妇悉心照料
大半年，陪老人家走完人生最后历程。

1970年9月，经朋友引荐，志翔哥到邻
近的萍乡市老关公社老关大队塑料厂做推
销员。他广泛联系业务，诚实守信，勤勉
有加，很快给厂里带来丰厚利润。次年
底，大队用挣来的钱修了一条横跨湘赣铁
路的引水渡槽，解决了农田灌溉急需，《江
西日报》 专门予以报道。厂里决定给他涨
工资予以奖励，但志翔哥以其他同事工资
仍低为由谢绝。5年后，志翔哥一家调回长
沙，生产队结算他夫妻俩尚存口粮1300余
斤，准备用拖拉机帮助运回长沙，他坚辞
不受，全部将存粮送给了公社敬老院。

回长沙后，志翔哥工作几经变动。
1982年，他被人引荐到湘成机电厂负责抓
利润；由于业绩突出，次年即被高票推选
为厂长。之后的10年，他多次被请去解救
濒临破产的企业任职，尝遍了再创业的苦
辣酸甜。

1992 年 9 月，志翔哥受聘总经理，负
责组建湖南省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7 年
间，公司共开发项目 8 个，建造商品房、
安置房 18 栋，年年超额完成上缴利润任
务，业绩显著。公司后因受各方利益争端
之累，收款无望，只得关闭。这期间，志
翔哥殚精竭虑，吃尽苦头，一直熬到善后
完毕方才退休。

退休后，志翔哥情系当年插队的大围山乡亲，四处
奔波帮助推销当地名优特产和农副产品。2009年，他邀
请当年知青战友投资，协助地方办起大围山田园乐农
庄，给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带来福音。2010年，他又引资
在大围山创建绿色有机蔬菜基地，并定期将种出的时鲜
蔬菜相赠亲朋好友。

志翔哥一生充满传奇，他认为自己每逢困难总有
贵人相助，每遇危情都能逢凶化吉，乃积德行善所
致，人生虽无常，结局多是欢。1976 年 7 月 27 日晚，
他和两位同事一同出差到唐山，次日凌晨大地震发
生，所住站前旅社整楼坍塌，两位同事一死一伤，他
不仅毫发未损，还协助解放军抢救出受伤同事和许多
伤员。可谓一奇！

我回家探亲经常能见到志翔哥，听他讲奇闻逸事，
甚是有味。有一年，他和朋友出差昆明欲打道回府，在
车站和退票人刚谈妥买61次特快到株洲的卧铺票，不料
被几名当地青年夺走，只好改买第二天回程车票。谁料
想，那趟61次特快行至曲靖山区时突遇塌方，包括卧铺
车厢在内的大半列车被埋隧道，被埋人员鲜有生还。志
翔哥和朋友侥幸躲过一劫。又是一奇！

每天早晨，志翔哥都会给我发微信问候，从未间断。
今年4月，他微信嘱我给他的学姐朱念琼所画《牡丹孔雀
图》配诗。念琼大姐与志翔哥同庚，1968年毕业于湖南医
学院，曾在湘西自治州工作20年，调回母校后一直从事儿
科临床和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医术益潇湘。退休后，
年逾古稀的她开始习画，进步神速，好生了得，所绘《牡
丹孔雀图》颇有著名花鸟、动物画家王雪涛、刘奎龄同题
画作之神韵，可谓“国色天香，翠羽生辉”。

遵志翔哥命，填《沁园春》词一首，以表对念琼大姐
的敬意，同时也是对两位长者“良善温美君舍谁”的褒
赞。“国色天香，花开富贵，馥芬芳菲。看雍容大气，端
庄秀丽，花中娇子，百艳难追。誉满神州，名冠天下，仪
态万方越鸟随。登高望，昂首张屏彩，翠羽生辉。//祥图
如此舒眉，钦慕羡，念琼学姐威。古稀习绘画，墨池练
笔，雪涛现世，奎龄转回。栩栩如生，画言心志，良善温
美君舍谁？共祈愿，祝国强民富，华夏举杯。”

（注：越鸟为孔雀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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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好 书中 国 好 书 ”” 月 榜月 榜

在中宣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中国好书”评选活
动已持续了近7年，其主旨是通过好书推介传递正能量，推动和引导全民阅
读。这里介绍的是2020年4月“中国好书”榜上榜图书。

《不断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
五千年考古学解读》，刘庆柱 著，四川人民
出版社。

《查医生援鄂日记》，查琼芳撰，仁济医
院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一天搞懂区块链：有趣、有料的秒懂
指南》，刘明敏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草文献十八讲》，王家葵著，中华书局。
《我是故宫“看门人”》，单霁翔著，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玫瑰之路：一朵花的丝路流传》，厨花
君 陈丽著，漓江出版社。

《几多心影——叶嘉莹讲十家词》，叶嘉
莹著，萧丽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风尘里》，海飞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

《大脑修复术》，姚乃琳著，中信出版
社。

《荆棘丛中的微笑：小丛》，杨筱艳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在漫长的历史中，处处绽放的玫瑰

因其娇美的容颜、馥郁的芳香以及承载
的特殊情感寄托，成为最为迷人和神秘
的花朵。但是，许多人终其一生，或许
也不曾收到一枝“真正的玫瑰”。本书
从科学、历史文化、时尚和产业经济四
个维度，书写了一段充满激情与传奇的
玫瑰之旅，描绘出一条东来西去的玫瑰
丝路。打开书页，阅读文字，口齿留
香。愿痴迷玫瑰的你，在这段花香满径
的旅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朵独一
无二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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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分类指南》
一书是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为园丁、园艺
师、植物爱好者准备的一部兼具入门性和
系统升级功能的手册，非常实用，在行业
内一定程度上起规范作用。入门，是指内
容并不高深——本书主要讲述75个常见

“科”的形态和分类等基础知识，是入门
的好教材；升级，是相对于老客户、老读
者而言的——他们已经熟悉书中大部分的
基础知识，但是可能要对原来使用惯了的
分类系统进行更新。

能不能把分子生物学的新成果彻底
应用于园艺学，立即淘汰所有不那么准
确、不那么科学的术语和理论呢？不
能。一是做不到，二是那样做还有相当
大的危害，比如可能割裂了文化传统，
让后来者看不懂历史文献，也让这门学
问远离直观和“生活世界”。分类学是非
常讲究历史和文献引证的学问，在这一
点上它有点儿像文科。举个例子，如果
新来者只记住了马先蒿属被分在了列当
科，那么这虽然时尚、合理、科学，却
是不够的；他还要知道马先蒿属原来被
分在玄参科，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人类
辛苦积累起来的知识。

园艺学属于古老的应用植物学，与
同样古老的药用植物学、食用植物学等
类似 （但与20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一批
新的应用植物学不同）。这样的学科非常
讲究可操作性，对学理、还原论方法并
不是特别讲究。通俗点儿说，种好花、
置好景最为重要，搞清楚背后的机理不
是第一位的。道理讲出一大堆，但花园

很难看，植物半死不活，那肯定不成。
于是，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园艺
学从业者不需要学习很多科学知识，只
要掌握足够的技术、技巧 （不限于植物
方面，还涉及土壤、气候等），辅之以一
定的艺术手段，就可以做好园艺。

但是，事情也在变化之中。在现代
社会，技术与科学分形地交织在一起，
技术的进步直接与科学的进展联系在一

起。基础科学落后，园艺也不可能做到
先进。现代的园艺学高度综合，涵盖了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尽管仍以后者为
主。在园艺实践中，科学、技术、文化
传统、艺术、宗教、美学等，一个都少
不了，基础扎实才有底气、后劲。

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是世界著名的园
艺 组 织 ， 创 立 于 1804 年 。 在 其 网 站
（www.rhs.org.uk） 上 列 出 了 工 作 的
“4I”指导原则：激励 （Inspire）、参与
（Involve）、 告 知 （Inform） 和 改 进
（Improve）。眼前的这部书主要涉及第
二和第四个指导原则，也可以说与第三
个原则有关。本书以“科”为主要单位
来介绍植物的谱系，讲述75科常见植物
的知识。“科”的概念在植物学发展史
中 很 晚 才 出 现 。 林 奈 时 代 非 常 重 视

“属”和“种”，没有“科”的概念。德
堪多、林德利之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

“科”的分类层级，而且它显得越来越
重要。

对于初学者而言，“科”比“属”和
“种”更为重要，宜优先学习。对于栽培
植物，初学者不宜一下子就“深入”到

“种”或者“种”以下的分类层级，因为
园艺植物杂交严重、来源复杂、分类困
难，若勉强为之只会徒增烦恼。“属”的
数量相对于“科”的数量多出许多，也不
利于初学者宏观“建筐”（打造出抽屉或
文件夹）把握所面对的新植物。因此，本
书是以“科”为主要层级进行示范的。

我相信，在中国本书会受到欢迎。
如前所述，它非常适合两类读者：一

类是背景并不深厚的植物爱好者，一
类是相对专业的植物学工作者或园艺
工 作 者 。 读 者 如 果 能 吃 透 本 书 的 内
容，那么真的可以把植物学知识和对
植 物 的 精 确 描 述 升 级 到 一 个 新 的 平
台。由这个平台再出发，情况将会大
不相同。

最后说点儿并非完全无关的闲话。
学习园艺，必然想着亲手尝试。但是，
不宜个体亲自到山上采挖野生植物，原
因有二：一是法律、法规可能不允许，
二是挖了也通常栽不活，白白糟蹋植
物。中国与英国的气候非常不同。即使
是原产中国的许多植物 （特别是高山植
物），在中国的平原地区也可能非常难以
成活，反而在遥远的英国等国家相对容
易成活！杜鹃花科、报春花科、罂粟
科、兰科的许多植物都如此。这没办
法，也很难改变。

耗资建立特别的温室可以解决部分问
题，但很难持久，而且通常得不偿失。栽
了死，死了栽，进入恶性循环；人人都想
试一试，对野生植物的破坏力度可想而知。
比较好的习惯是，喜欢某类植物，到野外
在原地观赏。要在家庭中做园艺，宜多选
用比较皮实的种类，尽可能使用本土种，
不要过分迷恋外来种。对于自己不再需要
的园艺植物，在抛弃前先要主动灭活，以
避免物种流入野外，造成可能的生态破坏。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博物学文化
倡导者，本文经授权节选自作者为《英
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分类指南》一书中
译本所写的序言，标题系编者所改）

园 艺 植 物 精 准 家 谱 来 了
□□ 刘华杰

我国自古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历代
都有许多诗人喜爱田园生活，热衷务
农，甚至躬耕自资。南宋诗人辛弃疾，
在退休后长居江西农村时，以农人自
居，命其居处为“稼轩”（种庄稼的厅
房），自号“稼轩居士”。东晋诗人陶渊
明，厌恶为五斗米折腰的官宦生活，回
归农村田园，写出了《归园田居》中躬
耕自资的名句“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
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南宋
诗人陆游在年近九十辞官居于海滨时，
也写出过披星戴月务农的诗句“今兹垂
九十，谢事居海涯，戴星理农业，未叹
筋力衰。”在这些诗人的笔下，不仅有
反映社会政治文化的诗词，还有许多咏
及农村、农民、农业、农事的诗词，这
些诗词或诗句，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
农村形态、生产模式、农学思想、农业
科技的宝贵资料。

岁时节气之学

24 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自先秦发明，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指
导着先民有秩序地安排耕种和作息，这
在许多诗人的笔下都有所体现。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赠友五首》中
道：“一年十二月，每月有常令……时
令一反常，生灵受其病。”开门见山的
道出一年中的各个月份都有不同地节
令，如时令反常或不顺应节气，就会使
生灵万物受到损害。

宋代曹勋在《山居杂诗》中道：“莳
松须残腊，栽花宜早春。移竹日随月，
种麻月及辰……物性无不然，农业宜斤
斤。”诗中介绍：植松需在腊月尾，种花
最宜早春时，移竹种麻也都要在一定的
月份和时辰进行，万物特性皆如此，农
业生产更需严格遵循这些规律。这首诗
对不同的农作物需要在什么样的季节和
时辰栽种，记述得非常细致。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 《观田家》 中

道：“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
几日闲，耕种从此起。”是说“雨水”
催生百花，雷响迎来“惊蛰”，农家难
得闲暇，耕种从此开始。直接把节气名
称入诗。

这些诗句反映出古人对节气和农耕
生产关系的认识，以及由此总结出的不
误农时的经验。

天象气候之识

我国古代农人从长年农业生产的实
践中，总结出许多观天测雨的方法，以
及天象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这在许
多诗词中都有所反映。

唐代诗人雍裕之在《农家望晴》中
道 ：“尝闻秦地西风雨，为问西风早晚
回。白发老农如鹤立，麦场高处望云
开。”说的是老农正在打麦场上打麦
子，却刮起了西风，秦地 （今陕西一
带）的气象是刮西风则会下雨，老农生
怕下雨淋湿了麦子，所以默祷西风赶快
回去，迎来云散天开。

宋 代 诗 人 杨 万 里 的 《悯 农》 中
有：“稻云不雨不多黄，荞麦空花早着
霜。”是说天旱不下雨稻子难成熟，寒

霜来得太早荞麦会夭折。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 《观刈麦》 中

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
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说的是五月南
风起时，小麦开始黄熟，正是农人忙碌
收割之始。

白居易在 《杜陵叟》 中有句：“三
月无雨旱风起，麦苗无秀多黄死。九月
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说的
是华北地区春旱无雨和秋霜早降，都会
给农作物带来绝收的危害。

在这些诗中，都蕴含着古人对天象
气候和农业生产关系的知识。

农业耕作之术

中国农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
断改良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形成独特
的生产方式，这在许多古诗中也有体现。

我国农民自古有烧荒垦田的习俗，
烧荒古语称为“畲”，意为火耕荒地，
是一种焚烧田地里的草木，用草木灰做
肥料的耕作方法。唐代诗人温庭筠的

《烧歌》中对此有形象的描绘：“起来望
南山，山火烧山田。微红夕如灭，短焰
复相连……邻翁能楚言，倚插欲潸然。

自言楚越俗，烧畲为早田。”
农业生产离不开农具，在古代诗人

的笔下，古代农具的名称和运用也常被
提及。

宋代诗人范成大在 《四时田园杂
兴》中道：“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
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
响到明。”描绘了农民趁着霜后的晴
天，在场院里整夜用一种叫连枷的工具
打稻子的欢乐景象。连枷，就是在一个
长木柄上装上一排木条或竹条，用来拍
打粮食使之脱粒的农业工具。

宋代诗人陆游在 《村舍》 中道：
“山高正对烧畬火，溪近时闻戽水声。”
“戽”，即一种取水灌田的农具，形状像
斗，两边有绳，由两人拉绳牵斗取水。

古人的这些诗句，增加了我们对古
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了解。

（作者为民盟北京市理论研究会副
会长。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
作家协会会员）

古 代 诗 词 中 的 农 学
□□ 嵇立平

科海史迹

牡丹孔雀图 朱念琼 绘

《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分类指
南》，[美]罗斯·贝顿 [英]西蒙·莫恩
著，刘夙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年2月第1版。

本草文献是中医药研究的重要文献

基础。本书从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神
农本草经》讲起，至清代《植物名实图
考》而止，以十八部具有代表性的本草
文献为线索，系统介绍中国本草学的发
展历程。在介绍古人对中草药的认知过
程的同时，对于食疗、养生等老百姓日
常关注的问题能够追根溯源，去伪存
真，有条有理地讲明其中的科学道理。
该书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是一本
能够兼顾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的知识普
及读物。

图为反映我国古代农民农耕情景的浮雕 图为农民在场院中用连枷打稻子的景象

开启花香之旅

寻找“真正的玫瑰”
食疗养生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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