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月中旬起在上海浦东世纪
公园举办的梅花蜡梅展上，有来
自四川大巴山的 "# 株大蜡梅，
花朵硕大、圆润饱满、油性十足，
一朵朵蜡梅花长得弹眼落睛，十
分抢眼。

蜡梅的姿态一般为丛生，每
一根树干比较纤细，而引进的川
西大蜡梅，其外形已是乔木特
征，主要是园艺师在修剪上作了
点创新，力求取得不同的观赏效
果。粗壮遒劲的树身上，一个个
树洞记录着它们在大自然中历
经风雨虫蛀的严峻考验，而开出
的金色小花却娇艳欲滴，两者相
映成趣，十分耐看。每一株都是
难得一见的梅中宝贝，贵气十
足。每棵蜡梅树的枝干上，挂满

了大大小小的黄色花朵，犹如大
珠小珠落玉盘，有的正含苞待
放，有的还低眉垂目，有的则已
尽情绽放。还未靠近，清新而浓
郁的香气已沁人心脾。据介绍，
这些大蜡梅都是从四川当地老
百姓家里收集而来，经过了两至
三代人的培育，有几株树已有 $%

年的树龄。
一月份是蜡梅的最佳观赏

期。除了四川大蜡梅，园内 "%%%

株蜡梅也是香气扑鼻。春节期
间，还将展出 &%%盆造型奇异的
桩景梅花。&月份，待蜡梅谢幕
时，梅园内的 '%%% 余株红、粉、
白色的梅花将渐次盛开。市民可
在春节长假中，先去一睹川西大
蜡梅的芳姿。

! ! ! ! &%!&迎春花展将于 !月 &"日
至 &月 (日在上海植物园举办。这是
上海植物园龙年第一个主题迎春活
动，从除夕夜开始，至元宵节结束。

龙凤呈祥 花团锦簇

“龙”“凤”植物大家庭的成员
有很多，既然敢顶着龙、凤的名头，
那可都不是无能之辈。这些植物个
个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例如提取
“活血圣药”血竭的龙血树，被称为
“世纪植物”的龙舌兰，枝干自然蜿
蜒曲扭的龙爪槐、龙游梅、龙爪枣，
美味的水果龙眼等；花姿鲜艳、叶片
多彩的观赏凤梨类植物，花繁色艳
的何氏凤仙，叶如凤羽、花若凤冠的
凤凰木，叶似凤尾的凤尾蕨等。

红红火火 竞相争艳

展览温室内，一派红火景象，
各类红色花果摆开了阵势，竞相争

艳，烘托出喜庆的节日氛
围。大红色的一品红、红
掌、天竺葵、扶桑；紫红色
的红花羊蹄甲、三角梅、
蟹爪兰；还有热带兰花、
凤梨、丽格海棠、兔子花、何氏凤仙
等也在竞争红色系花的主角，花色
繁多，从桃红色、粉红色到橙红色

等，囊括了各类红色；辣椒“苏格兰
童帽”的枝头挂满了大红色、造型
奇特的果实，也加入了这场角逐。

鹅黄蜡梅 含香吐蕊

今年春节，盛装迎春的
不是梅花而是蜡梅了。由于
去年秋天气温骤冷骤暖，蜡
梅比往年开得早，!& 月初
就已闻花信。“十月黄”、“虎
蹄蜡梅”，“磬口蜡梅”、“大
花素心蜡梅”等已是满树繁
花，清香扑鼻。蜡梅花期可
从 !&月开到次年 " 月，今
年春节正逢蜡梅的盛花期。
一段暗香浮动，数枝花影憧
憧，万朵娇艳鹅黄。

愿上海植物园的迎春花展伴
您度过一个温暖红火的别样新年，
祝福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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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公园三十八株
川西大蜡梅怒放迎新年

! 孙嘉忆

刊头国画!胡振郎

龙腾东方 ! 图+文 梅星焕

! ! ! !今年是农历壬辰肖龙年，龙在
十二生肖中是唯一虚构传说中的神
物珍兽，至今约有 #%%%年的历史，
龙被华夏先民当作“祖神”敬奉。因
此“龙”是华夏民族的代表，是中国
的象征，是中国的历史、宗教、文学、
绘画、工艺美术等文化的融合。它的
含意深刻，应用广泛，体现了一种无
限向上的生命力。为此笔者借“龙”
的深涵寓意，以插花形式来表达喜
迎壬辰肖龙年。
当卯兔年倒计时之际，大街小

巷“爆竹声声、辞旧迎新”，神龙驾
云，龙腾东方，仙鹤展翼，聚会庆贺

新春佳节，寓意中国炎黄子孙在
&%!&年壬辰肖龙年中腾飞，预示中
国经济飞跃发展，昂首屹立在世界
东方，为世界和平与正义作出更大
贡献，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显现新春佳节吉祥如意，笔
者采用苍翠欲滴的龙柏、鹤望兰、百
合等吉祥植物，并在国画立轴“龙腾
东方”背景的映衬下，突显作品主
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与主题相
互呼应，相得益彰。整个作品洋溢着
传统民族风格和新春佳节喜庆气
氛，并衷心祝愿阁府幸福安康，祖国
繁荣昌盛，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 ! ! !我不养猫，但喂猫
却在单位里很有名气。
前段时间，单位食

堂改建，在一家饭店订
了二十来桌给员工搭伙
吃午餐。每天剩不少肉、
鱼，丢弃可惜，我便不厌
其烦要求服务员打包。
家住的社区里“居住”着
大量流浪猫，有时多达
三十多只。小区里经常
有好心的居民定点定时

提供猫咪们的口粮，我是其中比
较年轻的一个。
下班回家，手提一大袋打包

食品，一走进小区的人行区域，猫
们便群涌而至，从绿化地深处，大
大小小的猫们成群结队争先恐后
冲来，那阵势好像战士冲锋一样，
甚为壮观。也有从小树上跌跌撞
撞急不可待“滚”下来的主，刚才
被调皮的小狗追得逃上了树，这
一刻顾不得“狗情”紧急，猫以食
为天么，翻滚下来倒把少见识的
宠物狗吓得逃之夭夭。
一大群猫，性格各异。胆大的

直冲你来，到脚跟前撒娇似的往
裤管上蹭，想留下它的气味，“独
霸”你的恩宠。别看是流浪猫，仍
天生喜欢与人相处。此举让人感
到它非常需要你的宠爱，这许是
猫们之所以受人怜爱的原因了。
也有胆小如鼠的，不敢近前，却不
愿放弃眼前美味，远远地拿可怜
兮兮的眼光望着你，使人顿生怜
惜，于是从猫粮里分出足额的鱼
和肉，用力抛过去。
猫的世界也是弱肉强食。有

的猫一瘸一拐是只“三脚猫”，喂
食的老太告诉我，因为争地盘被
其他猫咬的。也有年老体弱的祖
父母级猫，常被儿孙辈欺负争不
到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们
便匀出口粮专分给它们，还设法
多设投喂点，其中几个设置在老
猫的地盘里，一般都是小区里
的,边区,。

对于小区喂猫的老太们来
说，每天喂养成了她们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内容。早上去菜场买几
块钱“猫鱼”，回家洗干净蒸熟拌
上饭，下午五六点钟，下楼到小区
绿地里散步连带喂猫。她们都讲
得出猫们的身世，谁是谁的儿子
或女儿，谁又是谁的爸爸或爷爷，
讲起来如数家珍。

我不是喂养它们最好的一
个，但提供的食物大概最好吧。一
天晚上，我把打包的肉食投喂猫，
一旁老太好奇地问：“是什么？”我
答：“是肉。”她分外惊讶：“猫咪也
吃肉吗？”吃呀，自打三年前我喂
起就吃到现在喽。我想，喂流浪
猫，我自感欣慰。

! ! ! !短短的毛一身雪
白，两只憨憨的小圆
眼睛特别可爱，因为
像极了一只熊，所以
儿子给他取名：小熊。
小熊是我们家的

狗，儿子的好朋友，儿
子也是小熊最好的朋
友，每次我们还没进
楼道它就能早早地听
到儿子的声音，总会
早早跑出来迎接，跟
我匆忙摇一下尾巴就
跟儿子好去了，它蹦
着去亲吻儿子的嘴，
拽着儿子的裤脚不让
儿子走，还会故意踩
着儿子的脚看着它
叫，这样一只小狗着
实可爱。他们在一起
跳啊跑啊叫啊，总闹
得人仰马翻，热闹异常。
知道小熊的更多聪明还是

从邻居嘴里知道的，她们告诉
我你家的小熊会过马路，知道
看车，还认识熟人。有一天，我
们真的见识了。
在车站，儿子看到一只小

白狗，说像我们的小熊！见那只
小狗停在路边，左看看右看看，
没有车的时候才不紧不慢地走
过了马路，我们紧跟其后。小熊
悠闲地走着，一个骑三轮车的
老人从小熊边走过，对小熊叫
一声：小熊。小熊停下来看了看
老人，一看，哈，是我们邻居孙
大婶，小熊高兴地摇着尾巴跟
上了人家的三轮车，跑到孙大
婶的车前，摇着尾巴拦在人家
的车前，抬眼看着大婶，大婶奇
怪地问：“你跑到我车前干什么
呀？”小熊又跑到人家的车边，
两条腿搭在三轮车的车厢上，
瞪着大眼看着大婶，大婶问小
熊-“你要上车子啊？”小熊赶紧
摇摇尾巴，还做出要上车的架
势，“上来吧，你还会搭顺风车
呢！”话音一落，小熊腾地一下
就跳了上去。哈哈，它这是征得
人家同意呢。小熊两条腿搭在
车沿，坐在车子里，左看看右看
看，好逍遥啊。我跟儿子看着都
哈哈大笑起来，小熊听见笑声
回头一看，是我们，哈，更高兴
了，又点头又伸舌头又摇尾巴。
我们真的没想到，一只小

狗竟然会搭车。

花 鸟 虫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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