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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梅有雪更精神

梅原产中国，是我国特有的传
统花果，其应用历史已有3000多年。

《书经》云：“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当
时，梅子代醋，与盐一起作为调味品，
是祭祀、烹调、馈赠等不可或缺的物
品。正因为梅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所以当人们对梅的认知，从物质层面
转向精神层面时，她留给人们的，永
远是美好印象。《诗经·召南·摽有梅》
表达了对幸福爱情的追求，折梅相赠
传递着纯真的友谊。至于把梅花作
为观赏对象，一般认为始自汉武帝营
造的上林苑。由此通过托物达意或
托物言志，梅花就在更为广阔的空
间，升华为大美境界。既有“松竹梅
岁寒三友”的忠贞高尚，“梅兰竹菊四
君子”的坦坦荡荡，毛泽东主席名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博
大胸襟；又有南宋时诗人陆游心中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坚
忍不拔，林和靖笔下“疏影横射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清逸高雅，等
等。

对于原产我国秦岭、大巴山、武
当山一带的蜡梅，因与梅花的花期、
花香十分相近，所以在古代时，就把
她加盟梅花阵营，泛称“黄梅花”。后
来虽然对两者作植物学意义上的分
类，如晚唐时诗人杜牧有句云：“蜡梅
还见三年花”等，并在宋代时已有普
遍栽培，但依然约定俗成让两梅相
融。改革开放后，在举办全国性花卉
展览时，习惯把“两梅展”作为开局，
华美亮相。

两梅异科，其香相近

园林，既是人们共享的生态乐
园，又是荟萃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的大课堂。兹以两梅为例，作科学普
及。

梅花是蔷薇科、李属植物，除原
种外，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形成了
数以百计的丰富品种，如按进化与关
链性状，可分为 3 系、5 类、16 型。其
一是由梅花野生原种直接渲化而来，
即保持纯血统的“嫡系”真梅系，包括
3 类，计 12 型：第一类是枝条向上的
直枝梅，含江梅型、宫粉型、玉蝶型、
朱砂型、绿萼型、洒金型和黄香型等7
个型；第二类是枝条下垂的垂枝梅，
含单粉垂枝型、残雪垂枝型、白碧垂
枝型、骨红垂枝型等4个型；第三类是
枝条扭曲的龙游梅，仅玉蝶龙游型1
个型（“龙游梅”1个品种）。其二是介

乎杏、梅之间的杏梅系，仅杏梅 1 个
类，含单杏型、丰后型、送春型等3个
型。其三是宫粉型梅花与红叶李的
种间杂交种樱李梅系，目前仅有美人
梅1类1个型（“美人梅”1个品种）。

相较而言，蜡梅比梅花要单纯不
少，系蜡梅科、蜡梅属植物。它在我
国久经栽培，有不少变种和品种，概
略地说，主要有4个变种：其一是花朵
较大，内外轮花被纯黄色，香气很浓
的“素心腊梅”；其二是叶和花都比较
大，外轮花被淡黄色，内花被边缘有
浓红紫色条纹，香气浓郁，且花朵经
久耐开的“罄口蜡梅”；其三是花朵较
小，花瓣狭长而尖，内轮中心的花被
有紫红色纹，香气较淡的，花后容易
结种子的“狗蝇蜡梅”或“狗牙蜡梅”，
一般通过种子繁殖作为嫁接优良蜡
梅品种的砧木用；其四是花朵特小，
外轮花被黄白色，内轮花被有红紫色
条纹，但香气不减的“小花蜡梅”。至
于蜡梅何以加盟梅花？我们不妨听
听古人是怎样说的。明代李时珍花
30 年心血成书于 1578 年的《本草纲
目》载：“蜡梅，释名黄梅花。此物非
梅类，因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如
蜜蜡，故得此名。”清代陈淏子成书于
1688 年的《花镜》有类似记载，并指
出：“蜡梅俗称腊梅”“色如蜜蜡，且腊
月开放，故有是名”。

以上所述两梅种种，在我们无
锡，特别是梅园，都能看到其或深或
浅、或大或小的芳踪缩影。

无锡两梅，历久弥新

如作合理推测，无锡有梅的历
史，似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商末。
在那个时间段，原籍“周原”即今陕西
岐山南麓的周太王长子泰伯“三以天
下让”，偕弟仲雍南奔“荆蛮”，开拓江
南，“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于

“梅里”即今无锡梅村，筑城立国，自
号“勾吴”，开创了春秋吴国100多年
的基业。按无锡方言理解，梅里应是
梅花盛开，可以大量采集梅子的地
方。这与当时华夏大地“若作和羹，
尔唯盐梅”的食俗悉悉相符。

至于无锡的赏梅历史，亦达千年
以上。唐昭宗时（889—896年在位）官
拜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吴
县人陆希声，访马迹山，作《梅花坞》诗
云：“冻蕊凝香雪艳新，小山深坞伴幽
人。知君有意凌寒色，羞共手花一样
春。”元代，爱梅、咏梅、画梅成癖的王
冕所咏《马迹山梅花》诗曰：“马迹山前
万树梅，望里村村似雪开；满载扬州秋
露白，玉箫吹过洞庭来。”而马山有57
个山头、38个山湾，内有桃花湾和桃
坞湾，但无“梅花坞”之名；然据当地
学者指点，古时的梅花坞，位于冠嶂
峰北麓，今烈士陵园的东面。

在无锡，于府第宅院或墅园内栽
植梅花的，也不乏记载。例如：与杨
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南宋四家”
之一的爱国诗人、礼部尚书尤袤，晚
年在家乡无锡之梁溪河畔建“乐溪
居”，园内种梅花多本，其《落梅》诗有

“五更客愁花片里，一年春争角声
中”，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的
学生蒋重珍，是无锡所出第一位状
元。他在老家胡埭镇蔡村就旧屋建

“一梅堂”，“堂前有梅，清圆茂密，因
以名堂”。明天顺八年（1464）进士陈
宾，在位于蠡湖畔宝界山东麓之南宋
初钱绅所建墅园故址，植梅数百，号

“梅坡”，是无锡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梅
花专类园。清代无锡最美的梅花景
观在寄畅园。1689 年农历二月初三
上午，第二次南巡的康熙第二次驻跸
该园。据随驾大臣张英《南巡扈从记
略》载：“时梅花盛放，登天香楼看，殊
烂漫”；又“折玉蝶梅大枝，贮瓶中”，
临别时“主人因以此一枝为赠”。

又据明弘治七年（1494）刊行的
《重修无锡县志·第七卷土产》载：“蜡
梅 《梅谱》：本非梅类，以其与梅同
时，香又相近，色酷似蜡，故名蜡梅。”
并载当时无锡的蜡梅品种有：“花小
香淡，其品最下，俗谓之狗蝇梅；花
疏，虽盛开，常半含，名罄口梅；最先
开，色深黄如紫檀，花密香浓，名檀香
梅，此品最佳。”该记载说明在 15 世
纪，无锡栽培蜡梅已较普遍。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千百年
后，今日无锡梅园，已成为享誉海内
外的“两梅”集大成者。

芳菲梅园，两梅齐馨

梅园主人荣德生在他自传性质
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写道：1912
年，“计划社会事业，决定在东山购地
植梅，为梅园起点。明年二月，先种
一千三百株于中段天心台一带。”
1913 年，“梅园尽力扩充……数年植
梅三千株”。1946 年，“梅园草草修
理，已用去法币六十余万元”“回想三
十年前辟园植梅，今日竟成为苏省名
胜，初非意料所及”。1948年，“入春
以来，游客如云，各地前来春游者过
于以前，铁路特挂游览专车，地方商
业受游人引起繁荣者不少”。1949
年，“正月二十日至梅园观梅，花已盛
开，游客满园……梅园去过两次，每
次有人递送消息，内情可知”（后者指
无锡解放前夕，中共派员与荣德生在
梅园秘密联络，通报情况，以准备迎
接解放事宜）。昨忆梅花冲雪放，今
见葵花向阳开。新中国成立后，荣德
生四子荣毅仁于1955年9月11日致
函无锡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兹
为完成先父愿望”“将梅园除其中乐
农别墅一部分拟留作纪念先父之处
外”“赠献政府”；并认为“由政府管理，
则内部布置是必更为绚丽灿烂”。
1959—1960年、2007年、2011年，梅园
分别向东、向南、向北作拓展，使园址
范围从当初的81亩达到今日的千亩
以上。在其生态景观、人文景观的保
护、传承、提升、发展上，都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其间，荣毅仁哲嗣智健
先生，先后捐资重建敦厚堂、兴建蜡
梅园，开辟荣氏梅园纪念林等。2001
年、2012年，全国第七届、第十三届梅
花蜡梅展都分别在梅园举行。2006
年5月26日，国务院公布“荣氏梅园”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春天，从梅园开始；梅园赏梅，宜
从荣氏梅园开始。从梅园中大门入，
门内左侧的园路通往荣氏梅园。天
心台前，梅花最盛，梅林中的“米襄阳
拜石”和“福、禄、寿”三星石等四尊古
太湖石奇峰，笑迎赏梅人。荣氏梅园
与2009年始建的“园中之园”古梅奇
石圃以园门相通。其内，则以“梅魂
石魄”为主题，以清波涟漪为映衬，不
啻向游人展开了幅幅饶有诗情的古
梅清赏图。从该“园中园”出，名曰

“凝香”的游览主干道向东伸向浒山
南坡、南麓的梅林深处，这里以“春光
万斛浓胜酒”的浩然气概，与荣氏兄
弟当年为纪念母亲石太夫人而建的

“念劬塔”一起，整体提升了梅园“指
挥云树规全局；研炼香海八壮图”的
审美境界。而且，这片梅林又与位于
浒山东南麓的“荣氏梅园纪念林”交
融在一起，令人对荣氏一门三代之荣
德生兴建梅园、荣毅仁赠献梅园、荣
智健提升梅园之以善济世、造福桑梓
的无私奉献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

如沿着凝香道继续东行，在横山
南坡，有 1993—1994 年建造的“中日
梅文化观赏园”；而如在“开原寺”山
门之西，折而向北，即为在2012年“百
年梅园”庆典时落成的“梅品种国际
登录园”。对著名植物品种作国际登
录，是近年来国际植物学界兴起的一
项重大基础性研究课题。中国工程
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陈俊愉教授在
1988 年获得梅品种国际登录权。也
正是陈院士的关心，使梅品种国际登
录园亦即我国梅品种种质资源库“落
户”无锡梅园。迄今该登录园内，荟
萃了已作国际登录的江梅、宫粉、玉
蝶、朱砂、绿萼、洒金、黄香、垂枝、龙
游、杏梅、美人梅等 11 型约 300 个梅
花品种，以占全国梅品种总数四分之
三的优势，独步神州大地。该园和已
融入其内的“蜡梅园”，又一举让梅园
的梅花和蜡梅总数，分别突破万株和
三千丛大关。促使无锡梅园成为独
擅鲜明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极具历
史、生态、艺术、科研和旅游价值，驰
名海内外的一代名园。

（本版照片均由梅园管理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