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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谭
! ! ! !《史记伯夷列传》载：“武王已平
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
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
之。”《诗经》有《采薇》诗云，“采薇采
薇，薇亦作止。”“采薇采薇，薇亦柔
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薇这种
植物，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中文名：大
巢菜。按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它的
拉丁学名为 !"#"$ %$&"'$。这种植物
属于豆科，也曾经叫做救荒野豌豆，
全株幼嫩部分可供食用。遇到的问
题是：你居然知道薇？《诗经》里面的
植物现在还有吗？诸多此类的提问，
似乎暗示古代诗文中植物，早已随
着诸子先哲们一起烟消云散了。至
少，曾经的物种应该已经演化成别
样的新的生命形式了吧？
据报道，瑞典北部地区生长着

一棵树龄 ()**年以上的挪威云杉。
这株植物在地球上的存在时间，比
人类的文明史还要悠久。事实上，超
过 +***年的树种在世界各地频有
发现。要是这些植物有知，它们观察
树底下人类的芸芸众生，犹如人类
观察蝼蚁一样。一株植物的命运是
如此地长久，且不说生物的演化是
以群体为单位，需要几百万年的时
间作为基础的，古诗文中的植物缘
何就演化了呢？缘何就演化得使人
们不再认识了呢？

此物非彼物
方干《初归镜中寄陈端公》诗：
去岁离家今岁归! 孤帆梦向鸟

前飞" 必知芦笋侵沙井! 兼被藤花

占石矶" 云岛采茶常失路! 雪龛中

酒不关扉" 故交若问逍遥事! 玄冕

何曾胜苇衣"

诗中的植物芦笋，与当今席上
之佳肴“芦笋”实非同类。此物非彼
物也。我国古诗文中的芦笋，应指芦
苇向上生长的嫩茎。芦苇，又称蒹
葭，为禾本科芦苇属植物。生长在灌
溉沟渠旁、河堤沼泽地等低湿地或
浅水中，可保土固堤。苇秆可作造纸
和人造棉原料，也供编织席、帘等
用；嫩时为优良饲料；其芽也可食
用；花絮可做扫帚、填枕头；根状茎
叫做芦根，中医学上可入药。古诗文
中芦笋的生长季节，正是春夏之交，
万物欣欣向荣之时，常引得骚人墨
客感物抒情。

方干另有《春日》诗：春去春来
似有期，日高添睡是归时。虽将细雨
催芦笋，却用东风染柳丝。重雾已应
吞海色，轻霜犹自挫花枝。此时野客
因花醉，醉卧花间应不知。
张籍诗云：边城暮雨雁飞低，芦

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
驮白练到安西。
王维诗云：怜尔解临池，渠爷未

学诗。老夫何足似，弊宅倘因之。芦
笋穿荷叶，菱花罥雁儿。郗公不易
胜，莫著外家欺。
苏轼亦有诗云：溶溶晴港漾春

晖，芦笋生时柳絮飞。还有江南风物
否，桃花流水鮆鱼肥。
值得一提的是，宋理宗时曾被拜

右丞相兼枢密使的吴潜，也被称为水
利专家，对水边的环境及生态，有着
独特的感觉。有词《水调歌头》为证：
若说故园景，何止可消忧。买邻谁欲
来住，须把万金酬。屋外泓澄是水，水
外阴森是竹，风月尽兜收。柳径荷漪
畔，灯火系渔舟。且东皋，田二顷，稻
粱谋。竹篱茅舍，窗户不用玉为钩。新
擘黄鸡肉嫩，新斫紫螯膏美，一醉自
悠悠。巴得春来到，芦笋长沙洲。

而今，芦笋早已“演化”成了另
外一种植物。上汤芦笋便是人人皆
知的席上佳肴。此芦笋，其植物名为
石刁柏，隶属百合科。原产于地中海
东岸及小亚细亚，,( 世纪传入美
洲，,-世纪传入日本。中国栽培芦
笋从清代开始，仅 ,**余年历史。所
谓芦笋者，指其食用的嫩茎，形似芦
苇的嫩芽和竹笋，故称之。

此物非彼物的例子不胜枚举。
《诗经》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
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此木瓜
原产中国，为蔷薇科木瓜属的植物。
典型的有木瓜海棠和贴梗海棠。这

与当今深受消费者青睐的番木瓜不
可同日而语。番木瓜，为番木瓜科植
物，原产东南亚，大概 ,(世纪明朝
后期传入中国，因外形与中国木瓜
相似，故名。

一物多名
洗沐唯五日!栖迟在一丘"古槎

横近涧!危石耸前洲"岸绿开河柳!

池红照海榴"野花宁待晦!山虫讵识

秋"人生复能几!夜烛非长游"

这首《山庭春日》，为南北朝时
期江总所写。诗中的海榴，就是山茶
花。江总的这首诗歌，是目前能够找
到的最早的茶花诗。稍后的隋炀帝杨
广也写过一首有山茶花在内的《宴东
堂》：“雨罢春光润，日落暝霞晖。海榴
舒欲尽，山樱开未飞。清音出歌扇，浮
香飘舞衣。翠帐全临户，金屏半隐扉。
风花意无极，芳书晓禽归。”李白有
一首《咏邻女东窗海石榴》，诗云：“鲁
女东窗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绿水，
未足比光辉。清香随风发，落日好鸟
归。愿为东南枝，低举佛罗衣。无由
共攀折，引领望金扉。”“海榴世所
稀”，反映了诗中的山茶花应该是比
较名贵的，非“俗物”。
山茶花，又名茶花。古名海石榴，

别称玉茗花、耐冬等，是中国传统名
花。从园艺上说，山茶花不是一种植
物，而是一类观赏植物。按照植物自
然分类的方法，山茶花是山茶科山茶
属的植物，包括几个不同的种。由于
此类植物原产我国西南边陲，它的发
现和被人认知、认可相对较晚。一直

到宋代，山茶花的栽培之风才传至民
间。诗句“门巷欢呼十里寺，腊前风物
已知春”，就是描写南宋时期成都海
六寺茶花的盛况的。大概也就是这个
时期，人们在诗文之中开始称此类植
物为山茶花或茶花了。有陆游诗为
证：东园三日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
空。惟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
红。茶花不仅耐寒，还开得持久。陆游
在这首《山茶一树自冬至清明后著花
不已》一诗中，赞叹了这种“耐久”的
品质。之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
目》、清代朴静子的《茶花谱》等，都对
茶花有着详细的记述。
此种一物多名的情况，在古诗

文中比比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
是玉米的名称，据考证达到 .*多
种。其中如棒儿米、棒子、腰粟、鹿角
黍等的称谓，考虑到了穗的特征，容
易让人理解。但如西番麦、西天麦、
回回大麦等名称，虽然容易联想到
域外的来源，却难以和玉米联系在
一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是
由于当初种种信息交流的不畅，各
地对同一个物种给与了不同的名
称。而这些名称，又会随着时间的变
化和环境的变化而演变吧。

误读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

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王维的这首五言绝句人人耳熟
能详，诗中的红豆却不是人人都能
识得。不少人，将赤豆与红豆混为一
谈。这也难怪。一般的辞书在介绍赤

豆时，是这样说的：赤豆，又
名红豆，是一年生直立或缠
绕草本植物。既然赤豆又名
红豆，那么反过来，红豆也就
是赤豆了。其实，在有关物种

的命名上面，如此这般的想当然是
一种误读。正如许多注释，在解释
《诗经》中的卷耳所犯下的错误一
样：卷耳又名苍耳，是菊科的一种草
本植物。“卷耳又名苍耳”，这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名字你随便叫。但是接
下来的解释“是菊科的一种草本植
物”就完全错误了。卷耳是相对低
矮的石竹科的草本植物，嫩时可以
食用，而非高大粗糙的菊科草本植
物，连猪牛都不吃的。红豆是红色
的，赤豆也是红色的。但赤豆是一
年生直立或缠绕的草本植物，红豆
则是落叶乔木。
近几年，随着人们对健康保健的

日益重视，一种几乎被传说成具有神
奇效用的植物———红豆杉，引起了人
们的重视。其中，南方红豆杉还被列
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人们欣喜地看
到，红豆杉的种子浑圆、红色而美丽，
立刻便联想到了王维“红豆生南国”
这首诗。事实上，即便单纯从文字本
身来看，“红豆杉”是一种“杉”而非一
种“豆”。此间的“红豆”云云，是说它
的种子貌似红豆而已。诚然，红豆杉
被当做红豆，也是一种误读了。
这种想当然造成的误读，是非

常普遍的。罗大佑写过一首流行歌
曲，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许多人
喜欢。歌迷们在欣赏这首歌曲的时
候，大多把野百合当做野生的百合：
因为是野生的，缺乏人类的照顾，有
点凄凄惨惨，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春
天到了，也要开放一下。却不知，这
个野百合其实不是野生的百合，而
是豆科的一种草本植物。全株小小
的、毛茸茸的，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
丑陋。但当春天到来的时候，会开出
一些蓝紫色的花朵来。

在现代社会学科细分的背景
下，不要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
间缺乏足够的沟通，即使同处一个
大学科里面的不同领域，也往往缺
少必要的相互了解。研究大麦的可
以不知道小麦，研究小麦的可以不
知道大麦。对古诗文中的物种名字，
因望文生义而产生误读，自然便不
可避免了。

关于演化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伊

人! 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 道阻且

长"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央"

虽说物种的演化是以百万年为
时间单位的，但环境的变迁会导致
物种分布格局的改变。《诗经·蒹葭》
选自“秦风”，其中的所谓伊人究竟
是暗指贤臣还是美女，且不去说它。
值得关注的是诗中的环境，“溯洄从
之”、“溯游从之”等句子，明白无误
地反映了此诗所产生的生态环境。
按照现代的话来说，大有江南水乡
的感觉。两三千年的岁月弹指一挥
间，如今的陕西省一带，何处还能找
到“蒹葭苍苍”的水乡景色？
毫无疑问，我们所阅读到的古

诗文中的环境，如今已经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那么，生长在相关环境中
的植物的种类，也会出现相应的变
迁。当我们分析古诗文中的物种的
时候，有必要将当时的环境及其演
化的过程考虑在内。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

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

荔枝来"

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妃

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
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据说，许
多差官累死、驿马倒毙于快递荔枝的
路上。因此杜牧的这首《过华清宫绝
句》，一般被解释为抨击封建统治者
的骄奢淫逸和昏庸无道。笔者认为，
当初较近的荔枝产地，离长安只有数
百里的距离，说是“走数千里”恐怕有
点言过其实。如果这样看来，杜牧的
《过华清宫绝句》将有别解。

韩愈有诗云：五月榴花照眼明，
枝间时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车马，
颠倒青苔落绛英。诗中的榴花就是
现在的石榴。石榴一物，原产伊朗等
国家，西汉时期引入我国，从此得到
国人广泛的喜爱。如石榴这般的物
种，次第从异域引进，实际上也在古
诗文当中留下了“演化”的痕迹。按
物种引进的来源来看，其间的命名
也有一些大体的规律。如唐以前引
进的物种，多冠以胡字（如胡麻，原
指脂麻、芝麻）；唐以后，新引进的物
种，多冠以番字（如番薯、番豆、番
茄、西番菊等）；清代从海路传入的
物种多冠以洋字（如洋芋、洋葱）；明
初对外来物种曾直接使用音译（如
烟草原译淡巴菇）；民国以来，采用
音译的渐趋增加（如咖啡、咖喱等）。

国学与西学的结合
古诗文中涉及到的物种何其之

多，若仅仅根据各种辞书或文献去
一一加以考证，实在是一件力不从
心的事情。何况，由于以讹传讹在所
难免，所以需要现代的分类学的参
与，方能将古诗文中的诸多物种落
到实处。可行的方法，是给相关的物
种以一个拉丁文的学名。由于拉丁
文字基本上是一种“死了的”文字，
不会再有含义上的演变，因此用它
来定名物种最为合适。
例如，上文提到的山茶花，最为

常见的一个物种，它的拉丁学名是
/$0122"$ 3$456"#7。用两个拉丁词来
给一种生物定名，这是国际通用的
法则。在这里，/$0122"$是属名，为
名词，表示山茶属；3$456"87则是种
加词，为形容词，表示日本的。这说
明山茶当初被欧洲人定名的时候，
其模式标本是来自日本的。这跟公
元 9世纪后，山茶通过日本传往欧
洲有关。如果在上述拉丁学名中将
种加词“日本的”换成“中国的”，即
为另外一种重要的植物：茶（/$012!
2"$ %"616%"%）。

有一种中文名叫做南山茶的，
拉丁学名为 /$0122"$ :1&"8;27&7。种
加词 :1&"8;27&7的意思是网状的，说
明它与山茶在叶脉上表现出来的差
别：南山茶的叶子与山茶的叶子相
比较，叶脉比较清楚。此外，山茶是
灌木，而南山茶是乔木，可高达 ,<

米。此种植物又叫云南茶花，别名=

滇山茶、野花茶、滇茶花、大茶花。国
家曾为之出过 -分面值的邮票。还
有一种开黄色花朵的，叫做金花茶。
,.>*年，有人在广西十万大山中首
次发现了黄色山茶，,.><年，中国
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先生 ?,).@

年A,.>-年B 将此黄色山茶命名为
/70122"7 #C:D$%$6&C$。从此金花茶
一举成名，震惊世界花坛。金花茶含
有黄色基因，为茶花的遗传育种增
加了花色上潜在的可能性。
如今，正规的植物园和动物园

等所在，对其展览的各种物种都清
楚地标明了其拉丁学名，以供参观
者观摩。我认为，在学习和欣赏国
学的时候，也不妨结合一点“西学”
的内容，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消化
吸收祖国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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