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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草
竹
木
種
類
之
多
，
真
是
不
勝
枚
舉
。
本
書
非
植
物
全
書
，
自
然
不
能
盡
述
；
所

述
者
，
不
過
日
常
所
見
而
已
。
然
而
各
地
風
土
不
同
，
或
在
南
方
為
常
見
而
在
北
方
則
少

有
，
或
為
北
方
所
習
聞
而
為
南
方
所
未
知
，
這
種
惟
有
採
取
折
中
辦
法
，
約
略
分
述
。
又

如
關
於
果
木
之
類
，
其
花
其
木
，
亦
有
可
採
，
只
以
本
叢
書
另
有
︽
穀
蔬
瓜
果
︾
，
在
那

裡
已
經
敘
述
的
，
在
這
裡
便
不
再
重
錄
，
故
如
梅
杏
桃
李
、
石
榴
芙
蕖
等
，
其
花
皆
為
前

人
所
稱
賞
，
這
裡
皆
未
曾
提
及
，
閱
者
鑒
之
！

以
言
花
草
竹
木
的
掌
故
，
亦
惟
略
述
此
諸
植
物
的
由
來
而
已
。
本
書
明
非
植
物
學
或

園
藝
造
林
學
之
類
，
故
於
形
態
栽
培
，
不
能
詳
述
，
其
性
質
一
如
本
叢
書
的
︽
穀
蔬
瓜

果
︾
。
大
抵
︽
穀
蔬
瓜
果
︾
專
載
吾
人
日
常
所
食
的
植
物
，
本
書
則
專
重
於
觀
賞
及
實
用

的
植
物
，
雖
間
有
數
種
亦
可
供
食
，
然
其
重
要
部
分
還
在
於
觀
賞
及
實
用
。
藥
草
一
項
，

雖
亦
為
吾
人
日
常
所
見
植
物
，
究
係
性
質
特
殊
，
且
學
涉
專
門
，
故
本
書
概
未
敘
述
，
僅

序



芝
參
一
類
，
以
向
來
認
為
仙
物
神
品
，
略
加
談
及
。
本
書
內
容
，
大
抵
如
此
，
掛
一
漏

萬
，
自
知
不
免
，
幸
閱
者
教
正
，
不
勝
感
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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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向稱為花王，然其花於古未聞，六朝時亦

極少見，至唐宋始為人所推崇，如明王象晉《群芳

譜》云：

牡
丹
一
名
﹁
鹿
韭
﹂
，
一
名
﹁
鼠
姑
﹂
，
一
名
﹁
百
兩
金
﹂
，
一
名
﹁
木

芍
藥
﹂
，
秦
漢
以
前
無
考
，
自
謝
康
樂
始
言
永
嘉
水
際
竹
間
多
牡
丹
，
而

︽
劉
賓
客
嘉
話
錄
︾
謂
北
齊
楊
子
華
有
畫
牡
丹
，
則
此
花
之
從
來
舊
矣
。

唐
開
元
中
，
天
下
太
平
，
牡
丹
始
盛
於
長
安
。
逮
宋
惟
洛
陽
之
花
為
天

下
冠
，
一
時
名
人
高
士
如
邵
康
節
、
范
堯
夫
、
司
馬
君
實
、
歐
陽
永
叔
諸

公
，
尤
加
崇
尚
，
往
往
見
之
詠
歌
。
洛
陽
之
俗
，
大
都
好
花
，
閱
︽
洛
陽

風
土
記
︾
可
考
鏡
也
。

鳥語花香

一 牡丹芍藥

花
草
竹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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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牡丹實為我國原產，大約古時未加注意，故不見

於載籍。至鹿韭、鼠姑、百兩金之名，均見於《本

草》，未詳其義。牡丹亦不過示其花為丹色而已，

別無意義。至木芍藥據宋鄭樵《通志．昆蟲草木

略》云：

古
今
言
木
芍
藥
是
牡
丹
。
崔
豹
︽
古
今
注
︾
云
：
﹁
芍
藥
有
二

種
，
有
草
芍
藥
，
有
木
芍
藥
。
木
者
花
大
而
色
深
，
俗
呼
為
牡

丹
，
非
也
。
﹂
安
期
生
︽
服
煉
法
︾
云
：
﹁
芍
藥
有
二
種
，
有

金
芍
藥
，
有
木
芍
藥
。
金
者
色
白
多
脂
，
木
者
色
紫
多
脈
。
﹂

此
則
驗
其
根
也
。
然
牡
丹
亦
有
木
芍
藥
之
名
，
其
花
可
愛
如
芍

藥
，
宿
枝
如
木
，
故
得
木
芍
藥
之
名
。
芍
藥
著
於
三
代
之
際
，

風
雅
之
所
流
詠
也
。
牡
丹
初
無
名
，
故
依
芍
藥
以
為
名
，
亦
如

木
芙
蓉
之
依
芙
蓉
以
為
名
也
。
牡
丹
晚
出
，
唐
始
有
聞
，
貴
遊

趨
競
，
遂
使
芍
藥
為
落
譜
衰
宗
。

是因其花如芍藥，且為木本，故得此名。但崔氏以為

與原來的木芍藥不同；鄭氏卻疑古所謂木芍藥，確即

牡丹，因為古時無牡丹名稱，至後始有其名。今植物

學家亦說草本者為芍藥，木本者為牡丹，是兩花實在

相似的。

至唐宋時貴遊推尚牡丹的情形，可閱當時人的載

籍，以見其盛況的一斑。如唐李肇《國史補》云：

京
城
貴
遊
尚
牡
丹
三
十
餘
年
矣
。
每
春

暮
，
車
馬
若
狂
，
以
不
耽
玩
為
恥
。
執
金

吾
鋪
官
園
外
寺
觀
種
以
求
利
，
一
本
有
直

數
萬
元
者
。

又如唐康駢《劇談錄》云：

花
草
竹
木

一 牡丹芍藥 一 牡丹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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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國
花
卉
之
辰
，
尤
以
牡
丹
為
上
。
至
於
佛
宇
道
觀
，
遊
覽
者
罕
不
經
歷
。
慈
恩
浴
堂
院
有
花
兩

叢
，
每
開
及
五
六
百
朵
，
繁
豔
芬
馥
，
近
少
倫
比
。
有
僧
思
振
常
話
會
昌
中
朝
士
數
人
尋
芳
，
遍

詣
僧
室
。
時
東
廊
院
有
白
花
可
愛
，
相
與
傾
酒
而
坐
，
因
云
牡
丹
之
盛
，
蓋
亦
奇
矣
。
然
世
之
所

玩
者
，
但
淺
紅
深
紫
而
已
，
竟
未
識
紅
之
深
者
。
院
主
老
僧
微
笑
曰
：﹁
安
得
無
之
，
但
諸
賢
未
見

爾
。
﹂
於
是
從
而
詰
之
，
經
宿
不
去
，
云
：﹁
上
人
向
來
之
言
，
當
是
曾
有
所
睹
，
必
希
相
引
寓
目
，

春
遊
之
願
足
矣
。
﹂
僧
但
云
：﹁
昔
於
他
處
一
逢
，
蓋
非
輦
轂
所
見
。
﹂
及
旦
，
求
之
不
已
，
僧
方
露

言
曰
：﹁
眾
君
子
好
尚
如
此
，
貧
道
又
安
得
藏
之
？
今
欲
同
看
此
花
，
但
未
知
不
泄
於
人
否
？
﹂
朝
士

作
禮
而
誓
云
：﹁
終
身
不
復
言
之
。
﹂
僧
乃
自
開
一
房
，
其
間
施
設
幡
像
，
有
板
壁
遮
以
舊
幕
。
幕
下

啟
門
而
入
，
至
一
院
，
有
小
堂
兩
間
，
頗
甚
華
潔
，
軒
廡
欄
檻
，
皆
是
柏
材
。
有
殷
紅
牡
丹
一
窠
，

娑
婆
幾
及
千
朵
。
初
旭
才
照
，
露
華
半
晞
，
濃
姿
半
開
，
炫
耀
心
目
。
朝
士
驚
賞
留
戀
，
及
暮
而

去
。
僧
曰
：﹁
予
保
惜
栽
培
近
二
十
年
矣
。
無
端
出
語
，
使
人
見
之
，
從
今
以
往
，
未
知
何
如
耳
。
﹂

信
宿
，
有
權
要
子
弟
與
親
友
數
人
，
同
來
入
寺
，
至
有
花
僧
院
，
從
容
良
久
，
引
僧
至
曲
江
閒
步
。

將
出
門
，
令
小
僕
寄
安
茶
笈
，
裹
以
黃
帕
，
於
曲
江
岸
藉
草
而
坐
。
忽
有
弟
子
奔
走
而
來
云
：﹁
有
數

十
人
入
院
掘
花
，
禁
之
不
止
。
﹂
僧
俯
首
無
言
，
唯
自
吁
歎
。
坐
中
但
相
盼
而
笑
。
既
而
卻
歸
，
至

寺
門
，
見
以
大
畚
盛
花
舁
而
去
。
取
花
者
謂
僧
曰
：﹁
竊
知
貴
院
舊
有
名
花
，
宅
中
咸
欲
一
看
，
不
敢

預
有
相
告
，
蓋
恐
難
於
見
舍
。
適
所
寄
籠
子
中
，
有
金
三
十
兩
，
蜀
茶
二
斤
，
以
為
酬
贈
。
﹂

為了一窠牡丹，竟至設計偷掘，亦可見當時人愛好之

甚了。至如裴度至死猶欲一視，如唐李宂《獨異志》

所云：

尤屬奇聞。至宋時邵伯溫《聞見前錄》云：

裴
晉
公
度
寢
疾
永
樂

里
，
暮
春
之
月
，
忽
過

遊
南
園
，
令
家
僕
僮

舁
至
藥
欄
，
語
曰
：

﹁
我
不
見
此
花
而
死
， 

可
悲
也
。
﹂
悵
然
而

返
。
明
早
，
報
牡
丹
一

叢
先
發
，
公
視
之
，
三

日
乃
薨
。

洛
中
風
俗
尚
名
數
，
雖
公
卿
家
不

敢
事
形
勢
人
，
隨
貧
富
自
樂
，

於
貨
利
不
急
也
。
歲
正
月
，
梅
已

花
，
二
月
桃
李
雜
花
盛
，
三
月
牡

丹
開
。
於
花
盛
處
作
園
囿
，
四
方

伎
藝
舉
集
。
都
人
士
女
載
酒
爭

出
，
擇
園
亭
勝
地
上
下
池
台
間
，

引
滿
歌
呼
，
不
復
問
其
主
人
。
抵

暮
遊
花
市
，
以
筠
籠
賣
花
。
雖
貧

者
亦
載
花
飲
酒
相
樂
。

花
草
竹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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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成為一種令節了。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亦云：

洛
陽
之
俗
大
抵
好
花
，

春
時
城
中
無
貴
賤
皆
插

花
，
雖
負
擔
者
亦
然
。

花
開
時
，
士
庶
競
為
遨

遊
，
往
往
於
古
寺
廢
宅

有
池
台
處
，
為
市
井
張

幄
帟
，
笙
歌
之
聲
相

聞
。
最
盛
於
月
陂
堤
、

張
家
園
、
棠
棣
坊
、
長

壽
寺
、
東
街
與
郭
令

宅
，
至
花
落
乃
罷
。

則又儼如花市了。此外宋人品定牡丹種類實繁，如朱

弁《曲消舊聞》云：「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

才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至

張珣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大觀政和以後，花

之變態又有在珣所譜之外者。」此猶指宋時而言的，

已達一百餘種。至明薛鳳翔作《亳州牡丹表》，則竟

達二百六十九種之多，內又分神品、名品、靈品、逸

品、能品、具品六類，可謂盡牡丹的品種了。至此類

品種，歐陽修以為姚黃第一，魏花第二，他在《洛陽

牡丹記》中云：

牡
丹
之
名
，
或
以
氏
、
或
以
州
、
或
以
地
、
或
以
色
，
或
旌
其
所
異
者
而
志
之
。
姚
黃
、
左
花
、

魏
花
，
以
姓
著
。
青
州
、
丹
州
、
延
州
紅
，
以
州
著
。
細
葉
，
粗
葉
壽
安
、
潛
溪
緋
，
以
地
著
。

一

紅
、
鶴
翎
紅
、
朱
砂
紅
、
玉
板
白
、
多
葉
紫
、
甘
草
黃
以
色
著
。
獻
來
紅
、
添
色
紅
、
九
蕊

直
珠
、
鹿
胎
花
、
倒
暈
檀
心
、
蓮
花
萼
、
一
百
五
、
葉
底
紫
，
皆
志
其
異
者
。
姚
黃
者
，
千
葉
黃

花
，
出
於
民
姚
氏
家
。
此
花
之
出
，
於
今
未
十
年
。
姚
氏
居
白
司
馬
坡
，
其
地
屬
河
陽
，
然
花
不

傳
河
陽
傳
洛
陽
，
洛
陽
亦
不
甚
多
，
一
歲
不
過
數
朵
。
魏
花
者
，
千
葉
肉
紅
花
，
出
於
魏
相
仁
溥

家
。
始
樵
者
於
壽
安
山
中
見
之
，
斫
以
賣
魏
氏
。
魏
氏
池
館
甚
大
，
傳
者
云
，
此
花
初
出
時
，
人

有
欲
閱
者
，
人
稅
十
數
錢
，
乃
得
登
舟
渡
池
至
花
所
。
魏
氏
日
收
十
數
緡
。
其
後
破
亡
鬻
其
園
，

今
普
明
寺
後
林
池
乃
其
地
。
寺
僧
耕
之
，
以
植
桑
麥
。
花
傳
民
家
甚
多
，
人
有
數
其
葉
者
，
云
至

七
百
葉
。
錢
思
公
嘗
曰
：﹁
人
謂
牡
丹
花
王
，
今
姚
黃
真
可
王
，
而
魏
花
乃
後
也
。
﹂

花
草
竹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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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種品評，要亦為歐公遊戲之作，未可定論，錄之

以示當時人對牡丹的愛好而已。亦可知花王之說，實

始於宋。又牡丹有「天香國色」之號，此稱乃始於

唐，李正封詩有：「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當

時以為傳牡丹詩最得神者，見《全唐詩話》。宋周必

大的天香堂，明周王的國色園，皆為植牡丹而起這樣

名稱的。此外又有「富貴花」之稱，宋周敦頤《愛蓮

說》所謂：「牡丹，花之富貴者也。」

與牡丹相似的有「芍藥」，此在上古已有之，

《詩．溱洧》所謂：「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李

時珍《本草綱目》以為：「芍藥猶婥約也。婥約美好

貌，此草花容婥約，故以為名。」宋羅願《爾雅翼》

則云：「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

蓋古有芍藥之醬，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如漢

枚乘《七發》「芍藥之醬」，司馬相如《子虛賦》「芍

藥之和」，皆用作調食。今醫家亦以其根入藥用，有

利小便下氣止痛散血之效。

芍藥在《本草》又有別名，云一名「白木」，

一名「餘容」，一名「犂食」，一名「解倉」，一名

「鋌生」。此殆用於藥中，故名稱如是其繁。此外又

有「可離」之稱，蓋由《詩》「贈之以芍藥」一語而

來。晉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

以芍藥者何？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

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

芍藥與牡丹不同的地方，誠如宋蘇頌《本草圖

經》所云：

芍
藥
春
生
紅
芽
作
叢
，
莖
上
三
枝
五

葉
，
似
牡
丹
而
狹
長
，
高
一
二
尺
。
夏

初
開
花
，
有
紅
白
紫
數
種
。
結
子
似
牡

丹
子
而
小
。

花
草
竹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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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藥至宋時頓減聲色，以有牡丹故也。據宋陸佃《埤

雅》云：「芍藥華至有千葉，俗呼小牡丹。今群芳中

牡丹為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為花王，芍藥為

花相，又或以為花王之副也。」然當時揚州芍藥，實

聞名於天下，該地人士的愛好，亦無異於洛陽的牡

丹。宋王觀曾作《芍藥譜》云：

今
洛
陽
之
牡
丹
，
維
揚
之
芍
藥
，
受
天
地
之
氣
以
生
，

而
小
大
淺
深
，
一
隨
人
力
之
工
拙
而
移
其
天
地
所
生
之

性
，
故
奇
容
異
色
，
間
出
於
人
間
。
花
品
相
傳
龍
興
寺
山

子
、
羅
漢
、
觀
音
、
彌
陀
之
四
院
，
冠
於
此
州
。
其
後
民

間
稍
稍
厚
賂
，
以
丐
其
本
，
培
壅
治
蒔
，
遂
過
於
龍
興
之

四
院
。
今
則
朱
氏
之
園
最
為
冠
絕
，
南
北
二
圃
，
所
種
幾

於
五
六
萬
株
，
意
其
自
古
種
花
之
盛
，
未
之
有
也
。
朱
氏

當
其
花
之
盛
開
，
飾
亭
宇
以
待
來
遊
者
，
逾
月
不
絕
，
而

朱
氏
未
嘗
厭
也
。
揚
之
人
與
西
洛
不
異
，
無
貴
賤
皆
喜
戴

花
，
故
開
明
橋
之
間
，
方
春
之
月
，
拂
旦
有
花
市
焉
。
州

宅
舊
有
芍
藥
廳
，
在
都
廳
之
後
，
聚
一
州
絕
品
於
其
中
，

不
下
龍
興
朱
氏
之
盛
。
往
歲
州
將
召
移
，
新
守
未
至
，
監

護
不
密
，
悉
為
人
盜
去
，
易
以
凡
品
，
自
是
芍
藥
廳
徒
有

其
名
爾
。

至他譜中所列，凡舊收三十一品（按：即劉攽《芍

藥譜》），新收八品，皆起以新名，如冠群芳、賽群

芳、寶妝成、盡天工之類。然此種品評，誠如王氏所

說：「花之名品，時或變易。」所以這裡也不一一引

錄了。

此外芍藥又有「婪尾春」之稱，如宋陶穀《清

異錄》云：

胡
嵩
詩
曰
：﹁
瓶
裡
數
枝
婪
尾

春
。
﹂
時
人
莫
喻
，
桑
維
翰

曰
：﹁
唐
末
文
人
謂
芍
藥
為
婪

尾
春
，
蓋
婪
尾
酒
乃
最
後
之

杯
，
芍
藥
殿
春
，
故
名
。
﹂

又宋劉攽《芍藥譜》云：「昔有獵於中條山，見白犬

入地，掘得一草乃芍藥，故謂芍藥為白犬。」那未免

有些妄誕。至如沈括《夢溪補筆談》所云：

花
草
竹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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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蠟
梅
水
仙

W
inter sw

eet and narcissus

蝋
梅
、
水
仙

這真是巧合，無怪名之為「金纏腰」了。

韓
魏
公
慶
曆
中
以
資
政
殿
學
士
帥
淮
南
，
一
日
後
園
中
有
芍
藥
一
幹
分
四
歧
，
歧
各

一
花
，
上
下
紅
，
中
間
黃
蕊
間
之
。
當
時
揚
州
芍
藥
未
有
此
一
品
，
今
謂
之
﹁
金
纏

腰
﹂
是
也
。
公
異
之
，
開
一
會
，
招
四
客
以
賞
之
，
以
應
四
花
之
瑞
。
時
王
岐
公
為

大
理
評
寺
通
判
，
王
荊
公
為
大
理
評
事
僉
判
，
皆
召
之
。
尚
少
一
客
，
以
州
鈐
轄
諸

司
使
官
最
長
，
遂
取
以
充
數
。
明
日
早
衙
，
鈐
轄
者
或
申
狀
暴
泄
不
至
，
尚
少
一

客
，
命
以
過
客
內
求
一
朝
官
足
之
。
過
客
中
無
朝
官
，
唯
有
陳
秀
公
時
為
大
理
寺

丞
，
遂
命
同
會
。
至
中
筵
，
剪
四
花
，
四
客
各
簪
一
枝
，
甚
為
盛
集
。
後
三
十
年

間
，
四
人
皆
為
宰
相
。

花
草
竹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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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梅本非梅屬，誠如宋范成大《梅譜》所云：

「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而香又相近，色酷似

蜜脾，故名蠟梅。」或作臘梅，實非，明王世懋《花

疏》所謂：「蠟梅是寒花絕品，人言臘時開，故以臘

名，非也，為色正似黃蠟耳。」蓋蠟乃象其花色，非

關臘時開的。

蠟梅於古未聞，所以宋周紫芝《竹坡詩話》云：

「東南之有蠟梅，蓋自近時始，余為兒童時，猶未之

見。元祐間，魯直諸公方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詩

者。」其實不僅東南，即北方亦復如此，如王直方

《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戲作二絕，緣此盛

於京師。」可知京師在此以前也未得盛的。但蠟梅耐

寒，則北地栽培當較南方為早，而南方之有蠟梅，或

由北地移植過來的。惟據明徐光啟《農政全書》云：

「蠟梅多生南方，今北方亦有之。」則似為南方而移

植於北方，不知確否？又明陳繼儒《岩棲幽事》云：

「考蠟梅原名黃梅，故王安國熙寧間尚詠黃梅詩。至

元祐間，蘇黃命為蠟梅。山谷謂京洛間有一種香氣如

梅類，女工撚蠟所成，故以名之。」則蠟梅之名，似

為蘇軾黃庭堅輩所命，然云「女工撚蠟所成」，頗為

可疑，豈此蠟乃偽造的？至蠟梅的種類，據范成大

《梅譜》云有三種，他說：

蠟
梅
凡
三
種
，
以
子
種
出
不
經
接
，
花
小
香
淡
，
其
品
最
下
，

俗
謂
之
﹁
狗
蠅
梅
﹂
。
經
接
花
疏
，
雖
盛
開
，
花
常
半
含
，
名

﹁
磬
口
梅
﹂
，
言
似
僧
磬
之
口
也
。
最
先
開
，
色
深
黃
如
紫
檀
，

花
密
香
濃
，
名
﹁
檀
香
梅
﹂
，
此
品
最
佳
。
蠟
梅
香
極
清
芳
，

殆
過
梅
香
，
初
不
以
形
狀
貴
也
。

花
草
竹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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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蠟梅同為宋人所清賞的，尚有「水仙」。王世懋

《花疏》以為：「其物得水則不枯，故曰水仙，稱其

名矣。前接蠟梅，後迎江梅，真歲寒友也。」按：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柰祇出拂林國，根大如

雞卵，葉長三四尺似蒜，中心抽條。莖端開花六出，

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冬生夏死，取花壓油，

塗身去風氣。」李時珍《本草綱目》以為：「據此形

狀，與水仙彷彿，豈外國名不同耶？」然此花唐時確

已有之，如唐薛用弱《集異記》云：

薛
䕩
河
東
人
，
幼
時
於
窗
欞
內
窺
見
一

女
子
，
素
服
珠
履
，
獨
步
中
庭
，
歎

曰
：
﹁
良
人
遊
學
，
艱
於
會
面
，
對
此

風
景
，
能
無
悵
然
。
﹂
於
袖
中
出
畫
蘭

卷
子
，
對
之
微
笑
，
復
淚
下
吟
詩
，
其

音
細
亮
。
聞
有
人
聲
，
遂
隱
於
水
仙
花

中
。
忽
一
男
子
，
從
叢
蘭
中
出
曰
：﹁
娘

子
久
離
，
必
應
相
念
，
阻
於
跬
步
，
不

啻
萬
里
。
﹂
亦
歌
詩
一
篇
，
歌
已
仍
入

叢
蘭
中
。
䕩
苦
心
強
記
，
驚
訝
久
之
，

自
此
文
藻
異
常
，
一
時
傳
誦
，
謂
二
花

為
夫
婦
花
。

此雖神話，但可以證明唐時已有水仙花了。惟見諸賦

詠，則實始於宋。宋高似孫有《水仙花賦》，序稱：

「水仙花非花也，幽楚窈眇，脫去埃滓，全如近湘

君、湘夫人、離騷大夫與宋玉諸人。世無能道花之清

明者，輒見乎辭。」後之詠水仙的，往往以水中的女

仙相比擬，以示其高潔脫塵。此外水仙又有「金盞銀

台」之稱，考宋楊萬里詠《千葉水仙花》序云：

世
以
水
仙
為
﹁
金
盞
銀
台
﹂
，
蓋
單
葉
者
其
中
有
一

酒
盞
，
深
黃
而
金
色
。
而
千
葉
水
仙
其
中
花
片
捲
皺

密
蹙
，
一
片
之
中
，
下
輕
黃
而
上
淡
白
，
如
染
一
截

者
，
與
酒
杯
之
狀
殊
不
相
似
，
安
得
以
舊
日
俗
名
辱

之
？
要
之
單
葉
者
當
命
以
舊
名
，
而
千
葉
者
乃
真
水

仙
云
。

花
草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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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辛
夷
玉
蘭

M
agnolia

コ
ブ
シ
、
玉
蘭

又有「女史花」「姚女花」之稱，如《內觀日疏》云：

姚
姥
住
長
離
橋
，
十
一

月
夜
半
大
寒
，
夢
觀
星

墜
於
地
，
化
為
水
仙
花

一
叢
，
甚
香
美
，
摘
食

之
，
覺
而
產
一
女
。
長

而
令
淑
有
文
，
因
以
為

名
焉
。
觀
星
即
女
史
，

在
天
柱
下
，
故
迄
今
水

仙
花
名
﹁
女
史
花
﹂
又

名
﹁
姚
女
花
﹂
。

則未免是神話了。至今蠟梅與水仙，往往為新年案頭

的清供，此風宋時亦有，惟似不限於新年。如宋樓鑰

《詠蠟梅水仙》云：「二姝巧笑出蘭房，玉質檀姿各自

芳。品格雅稱仙子態，精神疑著道家黃。宓妃漫說凌

波步，漢殿徒翻半額妝。一味真香清且絕，明窗相對

古冠裳。」至明則此風更盛，明張謙德《瓶花譜》所

謂「冬間別無嘉卉，僅有水仙、蠟梅、梅花數種而

已。此時極宜敞口古尊罍插貯，須投以硫黃少許，可

不凍裂。一法用淡肉汁去浮油入瓶，則花悉開，而瓶

略無損」云。

花
草
竹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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