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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中有两句话颇为流行， 一

句为： “东坡文章妙天下。” 另一句为：

“荆公绝句妙天下。” 前者夸赞苏东坡的

文章是天下最好的， 后者夸赞王安石的

绝句是天下最好的。

说到绝句， 一般人都会想到唐代的

李白、 王维、 王昌龄、 刘禹锡、 杜牧等。

当然， 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绝句高手，

那么， 在他们之后的宋代来说， 又有谁

呢？ 掐指算来， 恐怕也不过王安石、 苏

轼 、 黄庭坚 、 陆游 、 杨万里数家罢了 。

而其中， 王安石是最早被公认的绝句高

手， 也可说是继唐代绝句高手之后的两

宋第一位高手。

绝句有五绝、 七绝之分， 多数人长

于七绝而不长于五绝， 如王昌龄、 刘禹

锡、 杜牧七绝名篇甚多， 五绝名篇就相

对少了些。 在唐代， 五绝、 七绝并擅而

成就卓著者， 首推李白与王维， 余皆不

逮 。 宋代的情况差不多 ， 苏轼 、 陆游 、

杨万里等七绝名篇甚多， 五绝寥寥， 而

把五绝、 七绝都能写得精彩高妙， 成就

卓著而名篇众多者 ， 当首推王安石了 。

明代诗评家胡应麟曾说： “介甫五七言

绝， 当代共推， 特以工制胜耳。”

尽管王安石是宋代诗文大家， 其古

风、 律诗各体兼擅， 七律、 五律中的佳

作也不少， 成就也很高， 但从今存的宋

人诗话和笔记来看， 涉及其诗的佚事谈

片最多的， 仍主要集中在其绝句上， 几

乎达十之七八。 如王直方在其 《王直方

诗话》 中说： “荆公小诗得天趣”， 并举

王安石五绝： “相看不忍发， 惨淡暮潮

平。 欲别更携手， 月明洲渚生。” 诗后评

道： “此得天趣。” 本来在水边码头是送

别友人的， 结果彼此对视， 竟不忍分手，

却携手在明月下散步， 共同游赏起月夜

下的洲渚之景来了， 机杼别出， 自然有

趣， 古亦罕见。 他的 《南浦》 诗： “南

浦随花去 ， 回舟路已迷 。 暗香无觅处 ，

日落画桥西 。” 短短二十字中 ， 情节曲

折， 生动迷离， 也很有天趣。

谈到宋代的梅花诗， 宋人总爱把林

逋与王安石两首作比较 ， 其实林逋的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一

联美则美矣， 却是七律， 王安石的 《梅

花》 是五绝：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

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二人皆

以 “暗香 ” 写梅香 ， 有异曲同工之妙 。

然王安石此绝则更接近于王维的绝句风

味。 二诗都是写梅花的经典， 至今流传。

此外， 王安石的 《江上》 《山中》 《秣陵

道中》 《题齐安壁》 诸五绝， 篇篇老到，

均在王、 孟之间， “芳气著人衣”、 “麦

涨一溪云 ”、 “离情被横笛 ， 吹过乱山

来”、 “殷勤将白发， 下马照清溪” 等句

子， 都格高调雅， 意味隽永， 令人赞叹。

说起王安石的七绝， 首先想到的总

是 《元日》 中的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

把新桃换旧符”， 或者便是 《泊船瓜洲》

中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

还 ” 等名句 。 当然 ， 这些诗脍炙人口 ，

声调朗朗， 自有好处， 但其佳者正不在

此 。 《春夜 》 中的 “春色恼人眠不得 ，

月移花影上栏杆” 诸句， 显然更妙， 而

《北山》 《书湖阴先生壁》 等七绝显然更

好。 特别是 《北山》 中的 “细数落花闲

坐久， 缓寻芳草得归迟” 二句， 叶梦得

以为 “但见舒闲容与之态……其用意亦

深刻矣”。 稍后有位东湖先生在此基础上

又写出 “细落李花那可数， 缓行芳草步

因迟” 二句， 并自鸣得意地在诗中自题：

“荆公绝句妙天下 。 老夫此句 ， 偶似之

邪？ 窃取之邪？” 后人多以为此非窃取，

但毕竟是在王安石妙句的启发下写出的。

据胡应麟 《诗薮》 记载， 宋人七绝有四

首是当时 “共称” 的杰作， 其中一首就

是王安石的 《北山》。

杨万里最以绝句驰名， 为南宋绝句

高手， 但他在 《诚斋诗话》 中还不得不

承认 ： “五七字绝句最少 ， 而最难工 ，

虽作者亦难四句全好者。 晚唐人与介甫

最工于此。” 在例举了李商隐、 杜牧的绝

句之后 ， 他又引了王安石的四首七绝 ，

以为 “不减唐人”。 又以为 “水际柴扉一

半开” 一首， “四句皆好矣”。 尽管胡应

麟认为王安石的 “七言诸绝 ， 宋调岔

出”， 但在笔者看来， 他的 “一水护田将

绿绕， 两山排闼送青来”、 “晴日暖风生

麦气， 绿阴幽草胜花时” 诸句， 皆颇似

唐音， 尤近晚唐， 不类宋调， 真不减唐

人绝句， 堪与媲美。

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六言绝句， 作者

寥寥， 王维、 刘长卿、 刘禹锡都是其中

的高手， 所作不多。 王安石也是其中的

高手， 宋人蔡居厚 《诗史》 载， 三祖山

金牛洞的山水极美， 王安石特题六绝一

首 ： “水泠泠而北去 ， 山靡靡以旁围 。

寻穷源而不得， 竟怅望以空归。” 后黄庭

坚来此 ， 也效仿王安石题六绝诗一首 ，

有人评论说： “语虽奇， 亦不及荆公之

自然也。” 胡应麟也认为王安石此诗 “超

然玄诣， 独出宋体之上。 然殊不多见”。

苏轼为翰林日， 曾邀门人聚太乙宫， 看

到王安石所题的两首六绝 ， 吟咏再三 ，

然后对黄庭坚说 ： “座中只有你的笔

力可及 。 即使可及了 ， 但不会有荆公

的自在。”

虽曾官位显赫， 但王安石仍保持了

不少文人的习性， 喜欢游览， 寻访名人

故居， 所到之处， 多会留下一些诗文作

品。 如他生前曾来过沪地， 在游览华亭

时， 写下过 《寒穴泉》 《陆机宅》 等诗，

而且 《王文公文集》 还不载， 即使作为

王安石的佚诗， 都是相当珍贵的。 更妙

的是： 他在松江时还写过一首著名的七

绝， 这就是 《松江》 二首之二： “来时

还似去时天， 欲道来时已惘然。 只有松

江桥下水， 无情长送去来船。” 诗中故意

多用 “来时” “去时” “去来” 这些词

字， 反复出现， 以显示送客迎来之频繁，

蕴有送人惜别之情 ， 却以清淡的笔调 ，

勾勒了当时松江水天一色、 舟过桥下的

独特风貌。 古来写松江的名诗不多， 此

绝却可与刘长卿的 《松江独宿》、 刘禹锡

的 《松江送处州奚使君 》 二诗相颉颃 ，

平分秋色。

正因为王安石在绝句领域成就卓越，

于五绝、 六绝、 七绝均能驾驭， 名篇众

多， 故赢得当朝人的一片叫好声。 曾季

狸 《艇斋诗话》 说： “绝句二妙， 唐朝

杜牧之， 本朝则荆公， 此二人而已。” 此

话虽然偏颇， 但也说明了王安石绝句在

本朝人心目中地位之崇高。 严羽也毫不

含糊， 在 《沧浪诗话》 中旗帜鲜明地说：

“公绝句最高 ， 其得意处高出苏 、 黄之

上。” 也认为王安石绝句在宋人中成就最

高 ， 其好的绝句在苏轼和黄庭坚之上 ，

可谓一锤定音。

由于王安石有不少绝句作于晚年 ，

已无少年时的踌躇满志和壮怀激烈， 多

为其人生的感悟或豁达潇洒、 超脱自在

的一面， 境界虽高， 有时也会伴进一些

逸兴与闲趣， 故杨万里曾不乏幽默地说：

“半山绝句当朝餐 。”

旧月色，新稻香
周华诚

1.
在黄昏来临之前， 我们一群

人晃晃荡荡地穿过田野， 跨过沟

渠， 往一座小山走去。 似乎很久没有

这样了， 闲散样子走在山间的小道上，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去做， 只在田野之

间前行， 风里飘来谷物成熟的气息。

时在辛丑年的秋天 ， 九月初九 。

百江田野里金黄一片。 许多稻子已经

收割过了， 田野里飘荡着一种清新的

香气。 这是收割过后的稻草香———当

成熟的水稻被割倒的时候， 茎杆草叶

间的新鲜汁液会散发出这样的香气 。

大规模的汁液同时释放出香气， 同时，

土地上的谷物成熟又携带着阳光长久

曝晒过后的干燥又慵懒的气息， 再加

上泥土本身的气息， 顿时， 这个黄昏

变得如此独特了 ， 它将人群区分开

来———那些一下子就辨别出稻草香气

的人来自于田野， 而那些感叹桂花怎

么还没有盛开的人则来自于城市。

2.
好闻的稻草香气 ， 把我们

的记忆拉回到旧日时光 。 有人

想起了秋天的稻草垛。 高高的稻草垛，

是田里的地标， 晒干了的稻草围绕着

一棵木桩叠加成圆锥形。 乡间的孩子

们在某些特定的时候， 会钻进稻草垛。

温暖的稻草垛总会让人产生想要在里

面打一个盹的冲动。 母鸡也会在稻草

垛里做窝生蛋， 或是在农妇没有注意

的一段时间里， 某一天， 忽然就带了

一队小鸡出来。

还有人想起了冬天的稻草床。 干

稻草晒过太阳之后， 吸饱了温暖的能

量， 这样的稻草清理干净后铺在床上，

再铺一层席子， 这样的床可真是温暖。

稻草对于农家是常见之物， 再清寒的

人家， 也能够拥有铺着一床厚厚的稻

草的夜晚 。 干燥的稻草叶子与秆子 ，

在身下发出窸窸窣窣的细碎的声响 ，

也传递着干燥温暖的草香， 这声音与

这草香都让人内心无比安宁， 睡得踏

实安稳。

3.
我们行进的那座小山， 四面

都是茶园， 连片起伏的茶园， 一

行一行波浪一般起伏的茶树构成了流动

的风景。 听说这里的茶叶都是出口到日

本做成抹茶产品的， 夕阳下的一片片树

叶， 如同鱼鳞般闪光。 茶园的高处是一

座亭子， 亭子连接着栈道， 四面都是好

风光。 在茶园的另一侧， 放眼一望， 是

辽阔的稻田。 金色的稻田。 丰收在望的

稻田。 这辽阔的稻田里， 用彩色的水稻

在大地上写着几个字：

稻。 香。 樱。 语。

这是桐庐的百江镇。 “稻香樱语”

是一个田园综合体， 以联盟村为核心

区块， 辐射百江村、 双坞村 12 平方公

里范围， 是一个美丽田园、 农旅融合

的产业。 农旅融合， 就是说可农可旅，

亦农亦旅， 边农边旅， 半农半旅。 这

是镇里的干部向我们介绍的， 而眼前

所见， 也确是美丽的乡野的风景。

百江 ， 是散文家陆春祥的老家 。

广西文学杂志社和散文选刊杂志社联

合举办 “重返故乡” 活动， 每年选择

一个作家的故乡 ， 组织一群作家去

走走看看 。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

动。 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通过文字认

识作家。 而如果能去作家成长、 生活

过的地方看一看， 就能更加深刻地理

解那个写作的人。 因为每位写作者都

有他的来处， 故乡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一个。

4.
夜色浓重起来 。 晚间 ， 很

多人就在山下的大片的稻田边

上 ， 在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的岸边 ，

一起吃起了晚饭。 后来陆春祥走到人

群前面， 捧着萨克斯吹起一支曲子叫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大概是因为站

在家乡的田野上， 沐浴着家乡的夜风，

风里带来粮食成熟的香气， 所以他吹

得特别投入。 我第一次觉得， 在这样

的田野和溪流之间， 听一曲萨克斯是

非常美好的。 在这样的田野和溪流之

间， 头顶夜空里星星也特别多， 一弯

月亮清晰地挂在天边。

稻田里的月色， 我很久没有这样

看过它了。

5.
到百江之前十来天 ， 我老

家的水稻田也到了收获时节 。

回到老家种田已是第七年。 今年获稻

季， 我朋友赵统光自告奋勇， 要带领

大家一起扎个稻草人。

直到稻草人真正在稻田里竖立起

来之前， 大家心中都没底。 那是一个

巨大的稻草人， 有六七米高， 能竖起

来吗？ 稻草人的总设计师赵统光不仅

是一位建筑师， 还几乎是一位浪漫主

义诗人。 他经过几个晚上的思索， 挥

动画笔， 刷刷刷， 渐渐勾勒出一个潇

洒不羁的稻草人大侠形象来。 然后是

细化。 他做了设计结构， 做出了正面

侧面图、 效果图。

扎稻草人的那天下午， 稻友们早

早来到稻田， 一起在金黄的稻浪间， 在

那条宽敞的田埂上， 加入劳作的队伍。

大家忙了半天。 原本计划在落日余晖里

让稻草人竖立起来， 但没有想到， 这个

任务的工程量如此巨大， 一些工作只能

稍作延后， 第二天继续。

6.
扎稻草人这件事情 ， 吸引

了那么多孩子的注意力 。 大家

以家庭为单位 ， 领到了各自的任务 。

孩子们工作得如此投入。 赵老师将大

家聚集起来 ， 拿着设计图讲解要领 ，

宽檐帽、 蛋挞裙、 流苏披风等等， 每

一个技术细节都要分解到位。 譬如稻

草人的宽檐帽， 光是竹制的骨架都比

一个成年人展臂还要宽。 大家一起把

稻草理顺， 用线捆扎好， 再将其固定

到骨架上， 逐个排布。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也是无法想

象的。 孩子们的担心显而易见。 这个

稻草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完成？ 万一竖

不起来怎么办？ 他们脸上已经有了些

许焦虑的神色。 最后， 十几个汉子抬

着稻草人穿过稻田， 金黄的稻穗拂过

他们的身体。 当稻草人如愿竖立在稻

田上空时， 每个人都如此开心。

是啊， 正是过程的艰辛， 以及结

果的不可预知， 才让整件事变得更加

有意义。 所有值得去尝试的事情， 不

正是如此吗？

7.
稻草人是田野中间最古老的

诗意 。 人也是 。 想到我们的祖

先， 一辈一辈都在田野里劳作， 度过

了他们的一生。 这片田野里留下了多

少辈祖先的足迹。 他们的印记留在泥

土里， 揉进大地里， 一春一秋， 一年

一年， 泥土翻过来， 敲碎， 泥水混合，

变形 ， 重组 ， 种子落地 ， 万物生长 。

雨雪风霜， 生生死死。 种田的人都换

了新的面孔。 土地里演绎的， 可不就

是一万种生命轮回的故事吗？

只有稻田上的月， 还是旧时的那

一轮。

8.
这一次 ， 因了一位作家的

故乡的缘故 ， 我们在百江的稻

田里相聚。 稻田里的聚会， 或者可以

称之为 “稻聚”。 平时， 我在城市里的

朋友们热衷于各种雅集， 诗会、 茶会、

读书会， 也有各种名义的同学会、 老

乡会。 我却喜欢邀请朋友们到我的稻

田里相聚 。 我们常常在稻田里插秧 、

收获， 在稻田里画画， 或者纯粹只是

坐一坐。

重阳节的第二天， 百江镇的稻田

里， 有一场声势浩大的丰收节。 四面

八方的乡亲们都来了。 稻田里搭起了

舞台， 年轻人在稻浪中间起舞。 我坐

在那片水稻田里， 新割过后的稻草香

气弥漫起来， 这大地的气息令人欢喜

着迷。 百江这个地方， 人杰地灵， 人

文荟萃， 明代的王世贞， 生于清末的

章太炎， 都是百江王氏、 章氏的后裔。

一起参加活动的， 省作家协会党组书

记、 副主席臧军， 获鲁迅文学奖的作

家陆春祥， 也都是百江人。 百江这个

地方真好， 百江的水稻也特别养人。

9.
离开百江的时候 ， 我从路

边农人摆的摊位上 ， 买了两瓶

农人自制的辣椒酱。 这种辣椒酱最下

饭了。 一碗白白的新米饭， 只要一碗

辣椒酱， 就可以吃得幸福无比。

想起一句话 ： 山人不喜红尘物 ，

努力做事添碗饭。

到过稻田的人， 都要好好吃饭呀。

写于 2021 年 11 月 7 日

魔幻朝颜，不止深渊色
芳 纯

牵牛花在中国只是乡土之花 ， 半

日即落的短暂花期对追求天长地久花

好月圆的国人来说 ， 只是解乡愁的一

杯薄酒 ， 难登大雅之堂 。 正如司马光

所言 ： “清晨始开 ， 日出已瘁 。 花虽

甚美， 而不堪留赏。” 不堪留赏的牵牛

花在一水之隔的日本却有着截然不同

的命运。

日本文化中人生无常是一种常态，

生命短暂也是常态 ， 他们天生对转瞬

即逝的绚烂情有独钟 ， 比如樱花 ， 比

如朝颜 。 “人世皆攘攘 ， 樱花默然转

瞬逝 ， 相对唯顷刻 ” （土方岁三 《丰

玉发诗集》）， 他们爱盛放的樱花 ， 更

爱飘落的樱花雪 。 牵牛花自奈良时代

以牵牛子泻药的功效传入日本之后 ，

这个崇尚 “物哀 ” 的大和民族将其发

扬 光 大 。 牵 牛 花 的 英 文 “ morning

glory” 很明丽 ， 日语 “朝颜 ” 明丽中

仿佛还若有女子的笑靥 。 与朝颜对应

的 “夕颜”， 是晚间开花次晨凋谢的白

色瓠子花， 上海人称瓠子 “夜开花 ”，

和木槿一样 ， 也是日本人喜爱的凋零

于一日之间的刹那芳华。 “夕颜花白，

身体随目光， 不自觉漂浮起来。” 俳圣

松尾芭蕉写了好几首夕颜花白 ， 不过

最多的还是朝颜。

朝颜在日本和歌和俳句中是很常

见的物象。

“锁着门的墙边 ， 一丛朝颜花 。”

（松尾芭蕉）

“朝颜齐放 ， 一波波 ， 撞开的钟
声。 ”（松尾芭蕉）

“晨光只开一刻钟， 堪比万年松，

无甚么不同。 ”（松永贞德）

“晨起汲水， 吊桶上缠着朝颜花，

不忍拂， 只好到邻家乞水去。” 女诗人

加贺千代的这首俳句 ， 我以为是最动

人心的 。 不忍触碰无意绕上吊桶的牵

牛花 ， 只好到邻家借水去 。 这女子的

内心在这样的瞬间简直如佛光照身的

菩萨 ， 柔软得要化了 。 此句也成了诗

人的代表作 。 为此日本邮政局还为她

的家乡石川县发行了一套两张的邮票，

邮票上画的是茜红蓝紫两色朝颜花 ，

印着加贺千代画像和她这句千古俳句。

与加贺千代形成鲜明对比的 ， 是

千利休和丰臣秀吉的朝颜花故事 。 千

利休 ， 日本十六世纪最有名的茶圣 。

主张闲寂枯淡 ， 在自然的环境下引领

人与人与物的精神交流 ， 开创了日本

侘寂美学之先河。

《茶话指月集 》 记载 ， 丰臣秀吉

听说千利休茶寮内的朝颜花开得正好，

就通知千利休他要去赏花 。 他一到院

子， 惊见满架花棚光秃秃的 ， 花全摘

掉了 。 心下愤怒 ， 而主人不多言 ， 引

进茶室 ， 猝不及防 ， 桌上竹瓶里插着

一朵蓝色朝颜花 ， 空山月出般美得惊

心。 他被震撼了 ， 终于懂得为何千利

休毁一片留一朵 。 有人说这是千利休

侘寂美学的经典案例 ， 还有研究者认

为是千利休预祝丰臣秀吉一统日本 、

成为唯一霸主的隐喻 ， 我相信二者兼

而有之 。 几年内丰臣秀吉终于成了那

朵唯一的朝颜 ， 而千利休却悲惨地迎

来了丰臣秀吉的切腹令 。 “能让我低

头的， 只有美的事物。” 这次却迫于强

权。 他在 “人生七十 ， 末路一喝 ， 手

握太刀 ， 心无挂碍向天抛 ” 的悲壮中

切腹死去 ， 让我想起丰臣秀吉赏花那

天， 被千利休毁掉的百朵朝颜 ， 一样

惨烈 ！ 血溅故园时 ， 樱花雪落纷纷 ，

朝颜的种子刚刚萌发。

“朝颜花， 一朵深渊色。” 两百年

后的诗人画家与谢芜村把一朵朝颜花

和深渊关联起来 ， 好像总结了千利休

的命运。

日本人并非只钟爱朝颜花的短暂

芳华 ， 他们改天换地的朝颜园艺才叫

痴狂 。 我在一本法国人编的 《植物寓

言》 中 ， 看到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家葛

饰北斋的画 《朝颜花和树蛙》， 着实吓

了一大跳 。 那是什么样的朝颜花呀 ！

绛红 ， 深蓝 ， 月白 ， 白底蓝边 ， 颜色

各异也罢了 ， 震惊的是它们的花朵形

状 ， 颠覆了所有关于牵牛花的想象 。

一般普通的牵牛花也称喇叭花， 筒状，

五脉， 而这些牵牛除了原种的喇叭形，

还有在喇叭中生出形如小鸢尾的子花

瓣， 更有的花型如同桔梗或者干脆像

大曼陀罗 ， 棱角分明如刀 ； 几朵轻黄

色花瓣边缘丝丝缕缕 ， 像石竹花或者

蜀葵的花缘 。 白底蓝边带蓝点的 ， 直

接裂成五瓣 ， 简直可以一瓣一瓣撕了

去！ 草绿和浅绿的两种全是裂叶牵牛

的叶子 ， 让我很是怀疑 ， 这是画家的

想象吗？

不久 ， 我又看到了歌川广重的一

幅花卉风景画 。 四朵颜色形状不同的

朝颜花开在两根藤上。 一朵白底蓝边，

像青花瓷碗 ； 一朵嫣红晕染 ， 筒中卧

几片浅色子花瓣 ， 茶花一般 ； 一朵蓝

黑色， 花瓣边竟是乌黑中夹几丝月白。

更离奇的是最下面一朵 ， 五瓣花已从

浅白晕染到蓝黑 ， 花筒中竟还再起一

朵深黑筒状小花楼， 像牡丹起楼一样！

远处是几盆色彩艳丽的盆栽牵牛和花

艺房。

有了之前的葛饰北斋那幅画惊起

的噗噗心跳 ， 这次我不再怀疑大画家

的想象了 。 只是开始寻找 ， 牵牛花到

底在日本变成了怎样的朝颜？

园艺经典 《朝颜三十六花馔 》 里

记载， 日本自 1804 年文化文政期就开

始了变化朝颜的黎明期。 1817 年出版

了一本 《丁丑朝颜谱 》， 作者秋水茶

寮。 此书记录了 48 种变化朝颜， 花的

样貌和培育者的名字 。 第一种就是作

者自己育出的 “长生殿”， 重重叠瓣牡

丹花型 ， 雍容华贵的贵妃醉酒模样 ；

缕缕如菊花的 “乐玉”； 而花瓣尖细如

桔梗的 ， 竟名 “七贤人 ” ……无须赘

述， 小小一朵蓝色原生牵牛花 ， 已经

演变成造型各异 ， 色彩纷呈的朝颜花

园了 ， 那还是才到江户时代呢 。 也是

从江户时代起 ， 各种与鉴赏趣味相关

的朝颜花会每年在七夕举办一次 ， 几

乎是万人空巷的一大盛事 ， 有些寺庙

还会数次举行 “朝颜祭”， 迄今日本有

很多朝颜花协会 ， 用轰轰烈烈如火如

荼来形容都不为过。

据和鲁迅 、 周作人一同留学东京

一起租房的许寿裳回忆 ， 当时租的房

子庭院很大， 鲁迅和他一起种花， 尤其

喜欢种朝颜， “因为变种很多， 花的颜

色和形状， 千奇百怪， 每当晓风拂拂，

晨露湛湛， 朝颜笑口齐开， 作啪啪的声

响， 大有天国乐园去人不远之感。”

直至今日 ， 像所有被大和民族做

到极致的实用艺术 ， 朝颜花品种已经

达两千多种 ！ 日本九州大学朝颜花研

究所的视频 ， 放出了千奇百怪的朝颜

花———丝絮状 ， 碎花状 ， 百褶裙状 ，

大的比脸盆还大， 小的比菟丝子还细，

早已超乎想象 。 主要品种有大轮朝颜

“晚” 系列、 “滨” 系列、 “平安” 系

列； 变化朝颜的 “牡丹咲” “乱菊咲”

“狮子咲 ” “桔梗咲 ” “柳叶咲 ” 系

列 ； 肥后朝颜的 “矶打波 ” “法衣 ”

“松月” 等系列……变化朝颜， 花变叶

变梗变 ， 一本花还能再几变 。 简直比

孙悟空变得还多、 还怪。

但无论它们怎么异化突变 ， 亲本

永远是原生蓝色牵牛花 ， 那是遣唐使

带去的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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