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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花木之乡花木文化，其实就是生态文化、生活文化。
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联。
大凡人们的衣食住行、节日庆典、婚姻礼俗⋯⋯无不与花木密切联系在一起，花木已成为人们不可或
缺的亲密伴友。
试想，假若我们的生活没有了花木，那将是一个多么暗淡、凄凉、可怕的世界。
因此可以说，没有花木就没有人类、没有世界。
中国花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与花木有着特殊的关系，在我国古遗址发掘中已发现7000多年前的桃核，华夏
民族的图腾柱上，就已刻有先祖们对花木的尊崇和赞美；我们的智慧先祖神农亲尝百草，以解决人们
的饮食和病痛问题，便有了取之不尽的食物和药物之源；商、周时代，先民们已开始知道簪花、食花
、饰花，祭祀时有扎花船、花车、花屋，跳花舞的习俗；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几乎篇篇与
花木有关，书中所记花木已达150多种；中国历代文人贤士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甚至
我国革命前辈周恩来、朱德、陈毅无不爱花、种花、赞花，与花木为伍、为友、为伴。
是花木滋养了华夏民族，是花木培育了中华名士，是花木张扬了中华美德。
中国人对花木情感深厚、独特。
仅从我们中华民族称为“华夏”就可以看出端倪。
华者，花也；夏者，大也。
华夏，即指大花、美花、有文采之花。
我们的先祖从来不把花木看做外在的自然物，认为花木与人一样是有灵性、有生命的活物。
他们还认为宇宙间有三种活物：人、花木、禽兽。
三者之间并无等级高低之分，他们都是天、地的产物，区别仅在于“人顺生，草木倒生，禽兽横生”
。
所以，我们的先祖与花木和谐友爱、亲密相处。
他们宁可食无肉，行无车，寝无席，但不可生活中无花木。
我们再从古人给花木命名来看，就可了解到人们与花木的亲密关系，如空谷佳人、玉美人、睡美人、
凌波仙子、翠盖佳人、雅客、韵友、密友、好女儿、美人蕉、君子兰、十二友、十二师、十八学士，
等等。
这些也说明了人们对花木的尊崇和友好关系。
儒、道、释对我国影响深远，从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还可以看出，古人认为花木具有神灵之气，于
是产生了很多花仙木神。
他们把一些喜爱的花木看做神，把神比做花木，把那些高贤人物、美好事物、高尚品质、崇高人格都
寄寓在这些花仙木神之中，并赋予其更丰富多彩的意蕴和更深厚的文化内涵。
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花木的情感和爱好也日益加深，现在谁家不栽种几盆花卉，以
点缀美化生活，增加生活情趣？
《中国花木民俗文化》正是为适应人们的生活需要而出版的。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国花木民俗文化》在编写中突出了以下四大特色：一、彰显中国特色中国花
木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可以说中国是花木之乡。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国花木民俗文化》中所收花木多为中国所产，即使书中有些花木后来是从国
外引入，也已在中国繁衍生长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后又经过中国劳动人民的辛勤培育和改良，已经深
深扎根于中国沃土中，而对于那些引入中国不足千年的花木均未收入。
如原产于墨西哥的大理（丽）花，原产于非洲的君子兰等。
二、民俗文化丰厚花木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民俗紧密相联，可以说没有花木就没有中国民俗文化。
书中正是结合与花木相关的民俗风情、民间传说故事、花仙木神、节日习俗、民谣俚语等民间文化，
使这些花木意象内涵更深厚，突显了花木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国花木民俗文化》除了可以增加人们的花木知识外，也会让人们更加热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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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热爱生活、热爱社会、热爱大自然。
三、阅读情趣浓郁花木类图书过去出版过一些，但多为栽培技术和插花艺术方面的，而且均以叙述语
言介绍花木方面的科技知识，读时显得有些呆板枯燥。
而《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国花木民俗文化》则侧重于花木民俗文化方面，并串人相关花木的名人逸
事、历史典故、诗词歌赋等。
为使《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国花木民俗文化》阅读时给人以美的文化艺术享受，文章不拘体格形式
，采用散文诗的笔法，并配有与内容相关的图画，图文并茂，读来给人以灵活轻松、情趣盎然之感。
四、内容丰富多彩《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国花木民俗文化》中不仅对每种花木的起源、历史、演变
追根溯源，并且对这些花木的生长特性、花色品种、形态、性状、食用、药用、实用价值、栽培情况
等方面也都加以简要介绍，让人们对这些花木都有所了解。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国花木民俗文化》后还附有《以花表意的花语》、《花木的雅称与并称》、
《“花友”与花客》、《花品》、《赠花与表意》、《二十四番花信风》、《十二月花令》、《十二
月花神》、《十二月花儿歌》、《花木与节日民俗》、《中国各省（自治区、市）花一览表》、《世
界各国国花一览表》等。
可以说《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国花木民俗文化》是一本熔知识性、文化性、资料性、民族性、历史
性、研究性于一炉的中国花木小百科全书。
另外，笔者曾专业学习过几年园林艺术，后来又到园艺厂当过技术员，对花木和花木文化有浓厚兴趣
。
书中对中国花木的历史进行了挖掘和探索，从这些花木的史料和别称中发现了有些花木并非像过去人
们认为的那样，是从外国引入的，而是最早产于中国，只是名称叫法不同而已。
由此，也增加了《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国花木民俗文化》的研究性。
因这仅为一家之言，还有待于专家们去探究、考订。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国花木民俗文化》在编写时得到民俗专家高天星、乔台山等先生的指导，并
由李冉、郑洁作了精美插图，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笔者知识浅薄，文字所限，难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有疏漏或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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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仅对中国花木的起源、历史、演变等追根溯源，同时还梳理了花木相关的民俗风情、民间
传说故事、花仙木神、节日习俗、民谣俚语等民间文化，并串入名人逸事、历史典故、诗词歌赋等，
可以说是一本集知识性、文化性、历史性、民族性、资料性、研究性于一书的中国花木小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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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带雪冲寒折嫩黄——趣话迎春花新春佳节刚过，还是寒气料峭的早春时节，在公园或花圃之中，
那簇簇纤枝披拂、婀娜多姿、迎寒竞放的一串串黄花，已向人们传递来春天的好消息，那就是迎春花
。
迎春花，多么美丽、动人、有魅力的名字！
她用盛开的鲜花拥抱春天，迎接春天的到来，是春之使者，春之女神。
“百卉前头第一芳。
”因迎春花于春首先百花而开放，故名。
中国是迎春花的故乡，原生于高山岩石和山野之间，后被移入庭园、篱边栽种，成为人们喜爱栽种的
花卉。
迎春花属木樨科落叶灌木，丛生，枝条细长，纷披下垂，先花后叶。
初春时枝条上爆出一朵朵小黄花，花朵六裂，形似一个个小金钟，因此，人们又称它为“金钟花”。
迎春花，花色似金，缀满枝条，像一条条金色带子，故又称其为“金腰带”。
关于迎春花称“金腰带”，还有一段感人肺腑的神话传说故事呢！
远古时候，大地经常洪水成灾，老百姓苦不堪言。
帝王舜便命大臣鲧带领人们治理洪水，可是鲧治了几年怎么也治不了，并且洪水越来越泛滥。
后来鲧死了，他的儿子禹又继承父志，带领人们治理洪水。
有一次，禹在涂山查水路时摔下山，一位叫迎春的姑娘发现后救了他，治好了他的伤。
禹很是感激，两人也产生了感情，并订下了终身。
禹伤好后，又要去查水路，寻找治理洪水的办法。
迎春姑娘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恋恋不舍。
迎春姑娘送了一段路程，禹让她回去，并把系在腰上的一条金色腰带解下来送给迎春姑娘说：“你回
去吧，等我治好了洪水，一定会回来的。
”禹转战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
他带领人们疏通河道，治理洪水，几年后，百姓安居乐业。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禹高兴地想赶回家与自己心爱的妻子团聚。
当他快到家时，远远看见家门口迎春姑娘正向他招手。
他高兴地奔跑到迎春姑娘跟前一看，啊，迎春姑娘怎么成了一尊石像！
禹顿时泪流满面，心如刀割。
原来是禹走后，迎春姑娘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一年四季都在家门口盼着禹回来。
等啊，等啊，冬去春来，一去几年，一直不见禹回来。
天长日久，迎春姑娘变成了一尊石像，头发长成一簇簇披拂的枝条。
禹见自己心爱的姑娘为盼自己回来竟变成了石头，就扑在石头上痛哭，泪水落在枝条上，一会儿开出
了一朵朵金黄色的六瓣小花儿，那一枝枝柔条像一条条金色的腰带在飘拂。
因姑娘名迎春，从此，人们为纪念这位姑娘就叫这花为“迎春花”。
因那一条条迎春花枝像一条条金色的腰带，又称其为“金腰带”。
迎春花小巧玲珑，绿条纤长，带雪冲寒，最早为人们揭开春天的帷幕，迎来一个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的春天。
但它绝不孤芳自赏，自我炫耀，与百花一起为人间共吐芬芳，表现了迎春花柔弱中蕴藏着刚毅、坚强
、无私的性格和品德，故唐代大诗人自居易在他的一首《玩迎春花赠杨郎中》诗中赞道：金英翠萼带
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
凭君与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开。
诗中写出了迎春花迎寒而放，开金花，带绿萼，世上有哪些黄色花能与此相比，并劝告世人不要把迎
春花当一般的蔓菁（即芜菁，俗名大头菜，开黄花）来看待，写出了迎春花非同一般的高雅品格。
其实，世上很多东西都容易混淆。
春天，当迎春花盛开时，也有一种花与它同时开放，在枝上开满金黄色小花，与迎春花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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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二者是有区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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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花木民俗文化》中不仅对每种花木的起源、历史、演变追根溯源，并且对这些花木的生长
特性、花色品种、形态、性状、食用、药用、实用价值、栽培情况等方面也都加以简要介绍，让人们
对这些花木都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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