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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春天转瞬即逝，到清明前后到达最盛。整个南京就是一个香气四溢的花花

城。心痒痒的，计划中要赶着去看的花是那么多，已经焦虑如何才能及时看得到以及

看到最美、看得过瘾、看得尽兴的问题。这是多么奢侈而“凡尔赛”的焦虑啊。

南京林业大学校园内，樱花盛开，灿若云霞，吸引游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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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赏花天，随时随地，让

人眼前一亮。虽然夏天也有很多

花开，但春天的花真不一样。春天

的花，开得特别用力，特别认真，似

乎在向世人证明“一年之计在于

春”的道理。

今日读城：南京、广州之春日看花篇

城 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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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寒冷，春雨哗啦啦，下
个不停。

华灯初上，难得雨小了，和
几位多时不见的朋友相约出
门。待走过广州古城北门城墙
遗址时，无意中往遗址旁的绿
植瞧去，突然看到细雨中摇曳
着一小丛紫色花朵，在灰灰的
雨幕中显得特别晶亮。

忍不住走上前，蹲下，一
看，欢喜极了，竟然是“江南第
一花”——玉簪花呀！

早年曾在江苏看到过玉簪
花，那花色是雪一样的白，在袅
袅绿云般的叶丛衬托下，别有
一番动人的冰姿雪魄。

而此刻，眼前看到的玉簪
花是紫色的，夜灯下，花上挂着
露珠点点，别有一番雅致动人：
花儿，羞答答低垂着，露出丝丝
晶莹洁白的花蕊，透出一种“花
半开”的美姿；花苞小巧，有些
纤长，真似古代女子戴在头上
的簪子，透着一种盎然古意
——恰巧，雨夜里在花城第一
次看到玉簪花，就在广州古城
北门城墙遗址。

同行的帅哥说到关于玉
簪花的两个传说：一是西王母
宴请群仙，仙女们欢饮玉液琼
浆，个个飘然入醉，云鬓散乱，
头上玉簪遗落凡尘，化为玉簪
花；另一说，汉武帝曾为宠妃
李夫人取玉簪花连枝插头上
当发簪，宫女争相仿效，玉簪
花由此得名。

另一帅哥说，仙女的玉簪
遗落凡尘化为玉簪花这一传
说，黄庭坚曾写过一首《玉簪》
诗：“宴罢瑶池阿母家，嫩琼飞
上紫云车。玉簪堕地无人拾，
化作江南第一花。”神奇的传说经诗人生动描
绘，从此玉簪花作为“江南第一花”的美名，深
入人心。

一边拍玉簪花，一边听着玉簪花的故事，
我觉得这场潇潇春雨下得特别有诗情画意。
我喜欢玉簪花，不仅因为黄庭坚的诗，还在于
我喜欢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里面有一
个片段记忆深刻：“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门前，
手里举着从花池里摘下的玉簪花，送给亲爱
的韩老师，她教我唱歌跳舞。”这是一个很温
暖、很唯美的印象。

花城广州，奇花异草遍布。但我寻花访
花多年，走遍花城的大街小巷和公园，却一直
无缘亲眼见到玉簪花，是为遗憾。想不到在
这个寒冷的早春雨夜，竟然在广州古城墙的
遗址，巧遇了我心心念念的“江南第一花”！

同行的美女帅哥都说，他们也是第一次
在广州遇见玉簪花。说完，大家都笑，忍不住
又对着玉簪花拍了起来。

雪白的梨花也一大树一大树地盛开
了，有人以为是樱花。但不是，梨花与叶
子几乎同时出现，而樱花是先开花，后出
叶子的。

浦口过江通道一出来，宽阔道路的两
边间插种植梨树与紫荆。去年春天我参加
浦口女子马拉松，沿途都是雪白的梨花，与
艳丽的紫荆花相伴。梨花盛放的时候，也
正是莫愁湖海棠怒放的时光，莫愁湖因此
也迎来人潮汹涌。花友住在那附近，有时
会发来微信：“吃饭的时间，人较少、可来。”
西府海棠和垂丝海棠是最多的品种，一树
一树地低着头，是西洋红胭脂粉色，娇娇嫩
嫩的。海棠属于落叶小乔木，是木本植物，
梨树是多年生落叶果树、乔木，长得比海棠
高大，又同时开花，苏轼写“一树梨花压海
棠”，“暗讽”“明刺”不用考虑，真的是梨树
比海棠高大得多，两种树在一起比对，就像
是梨花在俯视海棠。只理解字面的意思，
也是活泼的白描呢。诗人们也很仔细地观
察生活、尊重事实。

南京人的春天，仪式颇多，都跟花有关。
诸如去梅花山赏梅，简直就是南京人的开春序
曲。梅花盛放的那些天，南京人可以说是倾巢
而出。而最经典必去的梅花山不负众望，云蒸
霞蔚，色彩饱和完美。每一棵花树下，都有一
堆拍花的长枪短炮，还有一堆姿态各异、兴致
勃勃的妙人儿。花下这些摆着各种姿势的人
儿，都艳艳丽丽、喜喜庆庆，真是花团锦簇、人
花合一，释放着一股终于离开严冬、不再憋屈
了的开心到飞起的劲儿。

每年我也必去梅花山走一趟，说是去看
花，其实，也是看人。曾经觉得到处是人，好
烦啊。但，随着世事经历渐多，才知道“人气
儿足”是多么可贵。看着争奇斗艳的花海和
人海，深觉只有岁月静好，才会有欣赏花儿的
人——虽然，花儿开放就是为了被人欣赏。但
人有赏花的兴致，才说明这是太平盛世啊。

3 月，全城期待的是古鸡鸣寺那条路上的
樱花。几场春风升温，樱花说开就开；再来几场
春雨，樱花说落就落。那时遍地樱花花瓣雨，不
亚于枝头繁华时的美丽。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
这条百米长的樱花道，将车行道、人行道挤得水
泄不通，人人仰头望着树梢上盛放的樱花，目瞪
口呆的样子。

其实，此时全城的樱花都开放了，赏樱的地
方绝非仅有鸡鸣寺这里，但是，人们就是要拥堵
在这条古老的路上。甚至有专门的网站定时播
报鸡鸣寺的樱花。例如去年，他们这样播报：“3
月19日，鸡鸣寺路上的白色大岛樱开始飘落，粉
色的染井吉野樱花却开得正盛。”“据3月27日消
息，一场风雨后，鸡鸣寺路上的樱花凋谢过半，晚
樱开始绽放，樱花季已近尾声。”晚樱又叫八重
樱，是大团重瓣的深粉色，开在淡粉的樱花之后，
非常特别。有的花枝累累坠坠，走过树下，要低
头拨开一树花枝，感觉特别美妙。八重樱盛开，
也标志着樱花季结束。

沿着北京东路，转弯到鸡鸣寺路上，路口有
一个石牌坊，上书“古鸡鸣寺”。这个石牌坊很
有点意思，据说是“张冠李戴”了。这个位置本
是晚清古建筑“千仓山馆”牌坊，20世纪中被毁
掉，20世纪80年代重建。因为没有留下照片，
过往的人们只看到过那牌坊，并没深究写的是
什么字，因为在鸡鸣寺路口附近，就直接写了

“古鸡鸣寺”。牌坊设计者是东南大学建筑系教
授杜顺宝，参照明清时二柱石牌坊的样子，古色
古香，成为鸡鸣寺的标志路牌。

每年仲春3月，气温回暖，人们脱下厚厚的
冬衣，换上轻快漂亮的春天衣衫，女孩们迫不及

待地穿上了裙子，穿着飘逸汉服的男女青年比
比皆是。在这里赏樱之后，人们会去这座古寺
烧香祈祷一下，出来往北，可以从解放门进入玄
武湖，继续春游。这条赏春线路太美妙了，满足
了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的春游心愿。所以，每年
的“去鸡鸣寺看樱花”绝对不止字面的意思。

樱花盛大唯美。我是若干年前，在一个 3
月的雨夜发现的。那年那月那日，我在东南大
学的小礼堂听了一场南方二重唱的演唱会，台
上两位女歌手那奔放爽朗的歌声，我几乎每首
都会唱。小小礼堂，人不多，都是同道中人。台
上台下交流互动，安静又热烈。两位歌者分享
了她们的歌唱历程，台下有全国各地来听歌的
观众。我旁边一位沉默的男子被问到时说，他
是从兰州专程赶过来的。歌者在小小的、简陋
的舞台上，凭着两把吉他，纵情高歌，台下的我
们跟着旋律一起合唱。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演出结束，人们走出礼堂，并未上演“追星”
戏码，都是稳重的中年人了。夜幕降临，下起潇
潇春雨。空气湿润，并不很冷。我没打伞，步行
去了北京路、鸡鸣寺对面等车。华灯初上，在等
车的路边一抬眼，就着一盏暗黄的路灯，一大棵
盛放的樱花照亮了我的双眼。粉白花团团叠
叠，挂满高大伸展的树枝，间或落下的细雨带下
翩翩花瓣，洒落在我身上，在我脚边，那一刻的
心情真是惊艳又感动。时光穿梭，眼前全是那
个雨夜的快闪画面。樱花在雨夜盛放，给我无
限的柔情与鼓励。

自此，虽然春天的樱花到处都那么可爱、可
亲、可见，但唯有北京路上、鸡鸣寺那里的樱花，
最具意义。

“荼靡不争春，寂寞开最晚。”清明细雨
后，蔷薇花开。4 月颐和路非常优雅，可以
去看庭院里扑出街面的蔷薇花墙，顺便浏
览一下民国建筑群，在先锋书店坐一坐；古
林公园的牡丹花在 4 月正是盛花期，1992
年起，这里就是中国第三大牡丹花基地，国
色天香，值得人打扮隆重，去赴一场花之
约。沿着古城墙和内秦淮河步行道行走，
可以看见水边高大漂亮、开着妖娆粉色花
的泡桐，粉紫色的小喇叭攀着高大的树枝，
成串成串地指向天空，姿态曼妙极了，词穷
到只能用“美树”来形容。路边小区的栅栏
上盘绕着大片紫藤花，水边葱郁的灌木丛
是春天的小号手——开满黄色小花儿的迎
春花的浓枝密叶……

其实雨花台的梅岗有一片颇具形式的
梅花林，林子不大，但配合周边的曲折回廊，
赏花成了一件非常雅致的仪式。先进“访梅
亭”，再去“问梅阁”，然后在“寒香轩”闻香，
最后沿着曲廊走进梅花林，这才算正式开始
赏花。这一套情节好似一个故事的开场一
般，别致的迎春仪式。不输梅花山。

欣赏樱花，玄武湖的樱洲也不能错过，
那里的樱花树高大无比，花枝在天空舒展蜿
蜒，会让人有魂不守舍的激荡之感。

莫愁湖的海棠固然如梦如烟，情侣园的
海棠也颇具规模，不必拘泥。

春花在古都金陵四处肆意开放，每个人
都有自己心中的赏花线路，那里面烙下了自
身的故事与记忆。春天是赏花天，随时随
地，开启我们的眼，走动我们的腿，你在哪
里，花花们也在哪里。

春天到处都是花花草草。虽然夏天也
会有很多花，但春天的花不一样。春天的花，
开得特别用力，特别认真。都说一年之计在
于春。春花们身体力行着，要开好这个头。

6 春花之约

美到词穷

1 开春序曲：

梅花山赏梅

农历二月，玉兰花立枝头，一般白色玉兰
先开，紫色玉兰和粉白渐变的二乔玉兰稍微滞
后。

阅江楼下城墙边，那一大片玉兰树是每年
春天我去探春的点儿。总会一板一眼地跟同
去的人解释：“辛夷花不是玉兰花哦！”女友好
脾气地说：“你每年都跟我科普！知道啦！来，
跟我拍张合影！”每年都能跟同一个朋友一起
看阅江楼下的玉兰花且拍照留念，真是一件幸
福的事啊。

抬头看高大的玉兰树开花，温香暖玉。低
头看，一片一片蓝色小蝴蝶翻飞，二月兰俏丽
茁壮地开出花海。南京经典的二月兰欣赏地
点是南京理工大学。简直如武汉大学的樱花
一样出名。其实，这种草本四瓣儿小蓝花到处
都有，生命力强悍，贫瘠的土地也能肆意生长，
从初春一直开到暮春。季羡林老先生曾经这
样描述它们——“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
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
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
了……”嗯，是自得其乐的花、任性的花。

我在紫霞湖的沿途，也看见盛大的二月兰
花丛。真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跳脱的小花如同
大片蝴蝶群，片片点缀山林间。它的存在，预
示着春天的进程。

2 阅江楼下

玉兰探春

3 古鸡鸣寺

樱花盛开

4 莫愁湖畔

梨花与海棠

小桃园的桃花开得热烈，曲曲折折，沿
着护城河一路南下。我常在小桃园夜跑。
跑步的时候赏花觉得有点浪费。花儿这么
美，就应该穿着裙子，围着纱巾，化好妆，与
花争艳地拍照。我一边沿着河岸奔跑赏花，
一边想着。听说，南京还有个桃花岛，大片
桃花林美出天际，我要去啊!继而又想，活在
当下，小桃园的桃花是陪伴我此时、现在这
个春日傍晚的良伴。要珍惜。

绣球公园真的种满了绣球。暮春4月，
木绣球开始蠢蠢欲动。有段时间，每天下班
我都多走一站路，专门穿过绣球公园看花。
此时是木绣球盛放的时节，树上大朵大朵的
白色花团，让人不由自主地为它停下脚步。
南京好多地方，例如崇正书院，或者午朝门，
都可邂逅曼妙的白色木绣球。而五颜六色的
绣球花则是栽种在路两边的花盆里，要到初
夏时节才开放。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木
本植物木绣球是树，草本植物绣球花也叫紫
阳花，可长出五颜六色的花团，5月将迎来它
们的盛放期，那也预示着初夏到来。

5 小桃园与绣球公园

桃花与绣球

梨花院落十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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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林椿《写生玉簪花》。

画一幅红梅绽放。

美不胜收玉兰花。

海棠花林春意浓。

白
梅
红
裙
风
姿
绰
约
。

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