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劫
岁末的黔西南，不足 !"摄氏度的气温与

上海相若，却依旧山色葱茏，云雾缭绕，全无
上海冬日阴冷入骨的感觉。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早……”上世纪 #"年代，台湾校园歌
曲《兰花草》风靡大街小巷，它的歌词源于胡适
先生于 !$%!年创作的一首小诗《希望》。贵州
老百姓也像歌里唱的那样，踏青时采一把野生
兰草带回家，为平凡的日子添一缕香。当年，贵
州兰花漫山遍野到处都有，并不值钱，野生兰
结的蒴果，一个荚里有数万粒种子，成熟后随
风飘散，尽管发芽率低，物竞天择，总有不少生
命力顽强的野兰花儿绽放在石缝岩壁。

然而，!$$"年后，一股席卷全国的疯狂
“炒兰”热潮，让山谷中自由绽放的野生兰花
陷入绝望之境。

伴随着国内兰花展览次数的增加及兰花
出口贸易量的增大，加之兰花属植物种中的叶
艺品种、稀奇古怪品种层出不穷的发现，兰花
炒作中的兰价之高，少则几十万元，多则数百
万元至上千万元。暴利诱惑之下，无数人加入
到了野外挖兰大军，无山不及，无处不到；更可
怕的是，他们上山采挖并无明确的目的，只要
是兰花，悉数被挖起，再从中按色、香、形进行
筛选，挑出珍品，上市卖高价，往往几万株兰花
中，才能挑出一株“高价兰”。

!$$"年至 %""&年这十七年间，贵州兰科
植物遭遇人为的大规模恶性采挖，可谓世纪

大劫难，兰科植物的破坏是所有种子植物中
破坏最重的类群，已经造成黔中地区无兰可
采，东南西北兰科植物告急的窘境，绝大多数
种类都处于濒危状态，有些变异类型可能已
经灭绝。

兰痴
幽谷再无野生兰？面对记者的问题，邓克

云欲言又止。
“你看，从山顶往下 !"米上下的范围里，

就是兰花生长的地方。前不久我还在通往万
峰湖红椿码头那儿的山顶上，发现了一株硬
叶兜兰。不过，我可不想让人知道这个消息。
最好让老百姓都以为山上的兰花再也找不到
了，给原生种兰花一点点喘息复原的机会。”
邓克云 !$$%年从贵州大学农学系土壤与

植物营养专业毕业，分配在烟草公司搞烟苗科
研。他和妹妹邓克兰从小热爱自然科学，憧憬
着今后的事业一定要与绿色结缘———在大学
读书时邓克云就想好了未来的公司名：“绿缘”。

!$$&年，邓克云毅然辞职下海，“两条腿”
奔事业：承包金矿，高风险高回报，掘出发展
事业的“第一桶金”；让妹妹帮着打理的种花
卉开花店，才是真心想干一辈子的事业———
金矿里赚来的资金，从三万五万开始，源源不
断往绿色事业里输血，累计至今，已逾亿元。

就在邓克云下海的这个时候，兴义的兰
市在疯狂的“炒兰”中快速消亡：原先日日有
兰市，几条街市野生兰花堆积如山；渐渐地变
成了一周一市，卖兰花的街市越来越少，到后

来几乎找不到野生兰的踪影。邓克云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专业知识告诉他，原生种兰花再
不保护抢救，那美妙的身影就会离我们远去，
在大自然中彻底消失。

邓克云也开始到兰市上赶集，不过这个
“奇怪”的收购者与一般“炒兰人”不一样，他
不挑“高价兰”，只要是品种不同的，他都收集
过来。在兰市上，邓克云遇到了一位跟他同样
“奇怪”的魏老师———魏春杰，大学里学的是
植物分类，尽管工作专业不对口，退休后重新
拾起老本行，从北京跑到贵州来寻觅奇花异
草。在兰市上，魏春杰发现农民从山上采来的
兜兰，他兴奋不已，留在贵州不走了。
“爱兰之士”一拍即合，邓克云在纳录村

租下一片基地，魏春杰帮着做物种分类，兴义
民族师范学院化生系教师周丽，放弃武汉的
公务员不做，回到家乡，边做组培边搞科
研———中国兰科植物迁地保护种质库在兴义
白手起家建设起来。

兰迁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中国的兰花叶纤如

草，香气清雅，而色彩艳丽、造型奇特的兜兰是
“舶来品”。其实，许多在观赏上负有盛名的兜
兰属宽瓣亚属品种，如杏黄兜兰!金童"、硬叶
兜兰!玉女"和麻栗坡兜兰，主要产于中国西南
部和越南北部的石灰岩地区，自大约 %"年前
展现于西方以来，曾多次获得全世界兰界的
最高奖，因而导致了在中国的大规模挖掘和
频繁发生非法出口到西方的事件，一些外国
植物学家基于此种渠道得到的植物，近年来
曾发表了多种原产于中国的兜兰属新分类群。

台湾和香港地区从 !$#"年代后，兜兰的
繁殖与育种也完全规模化、产业化，成为花卉
业的一大支柱。然而我国大陆，兜兰的栽培、
繁殖与杂交育种，仍处于起步阶段，远未进入
商品产业化。

被徐霞客赞为“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
此处峰成林”的黔西南石灰岩地区，身为“金
童玉女”的家乡，却无缘在国际兰展上亮相，
邓克云不甘心落于人后。
然而，兜兰属植物的繁殖，特别是实验室

中大规模种苗繁殖，在兰科中是难度最大的
属之一。邓克云找到不少科研院所寻求帮助，
但他们对兜兰的组培和栽种同样缺乏经验。
护兰之路，只有靠自己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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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上世纪末就开始开金矿、挖煤矿的老板，却是一个标标准准
的“兰痴”———一年年挣来的钱，都陆陆续续投入到了兰花原生种的收
集、培育、繁殖、杂交、推广之中，10多年来，累计投入已经达到了上亿
元。去年3月，这位“兰痴”送来参评的杏黄兜兰“金童”一举夺得了“新
民晚报”首届上海国际兰展最高奖———全场总冠军。

他，名叫邓克云，土生土长的贵州兴义市人。为抢救保护“绿色黄
金”———野生兰花，邓克云舍弃黄金黑金，倾囊而出，无怨无悔，成为中
国兰界的一个传奇。

2013年岁末，记者跟随上海辰山植物园专家，远赴滇、桂、黔三省
!区"接合部的黔西南州兴义市，邀请邓克云和他的绿缘公司今年再来
上海，参与今年的“老凤祥”第二届上海国际兰展品种兰花奖项的角逐，
再续“1314!一生一世"”的兰花之缘。

! ! ! !兴义市主干道正对着的山脊上#$中

国金州%四个大字格外显眼& 黔西南州 !

个县!市'区"皆有黄金#被地质学家称作

中国的第二个$金三角%& 然而#在那云遮

雾罩连绵起伏的锥状喀斯特峰丛之巅#

还隐藏着一种$绿金%#落满腐叶的石缝

崖壁间#素有$植物熊猫%之称的珍稀兰

科植物(((野生兜兰正悄悄吐露芬芳&

统计显示# 贵州兰科植物现存地理

分布中以贵州西南部的黔西南州种类最

多#达
$#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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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含亚种及变种"

以 上 # 占 贵 州 兰 科 植 物 种 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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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贵州兴义坡岗自然保护

区就达
"''

种以上# 是贵州兰科植物

最为丰富和富集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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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兰杂交品种红魔帝

! 邓克云对基地里的兰花如数家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