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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称得上国色天
香的花有两种：一种是“百花
之王”牡丹，另一种是“花中
皇后”芍药。

牡丹根植于河洛大地，始
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
最负盛名的牡丹品种是“洛阳
红”，俗称“焦骨牡丹”。它的
成名相传与一个女人有关。

天授二年腊月初一，大周
女皇武则天饮酒作诗，兴致很
高，突然很想看到百花盛开，便
乘兴醉笔写下《催花诗》：“明朝
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
发，莫待晓风吹。”百花慑于此
命，虽然不到时令，却也只能连
夜开放。唯独牡丹不违时令，
闭蕊不开。武则天勃然大怒，
命纵火烧之，并将烧焦之牡丹
弃于洛阳邙山沟壑中。谁知第
二年，春风劲吹，这些受难的花
儿竟然开得更艳了。“焦骨牡
丹”因而驰名天下。

牡丹的根和花都可入药，
能除坚瘀、安五脏、疗痈疮、
散诸痛，金代医药学家张元素
言：“牡丹乃天地之精，为群
花之首。叶为阳，发生也。花
为阴，成实也。丹者赤色，火
也。故能泻阴胞中之火。”

据说，武则天后来也得到
过牡丹的恩惠。当时，她经脉
不通，心火炽甚。一名太医就
取了红色牡丹的花瓣和根，洗
净煎水呈给她服用，治愈了她
的疾病。只是，不知道她病愈

之后，是否会记得让她康健的
是她曾经严厉贬谪的牡丹呢？

再来说说芍药。
芍药之美，圆融，紧凑，

大气，连很少从花的容貌上表
达赞美的李时珍也在《本草纲
目》 中说：“芍药，犹绰约
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
绰约，故以为名。”

古代男女交往，别离之
时，多情女子总爱将芍药赠与
心上郎君。芍药又因此而被称
为“将离”。君将离去，我心
悠悠。多情女子借芍药来表达
心意，微寒中透着些许心酸。

性味微寒小酸的芍药对于
女子也确实有特别关怀，它能
滋阴补血、益气安神、解痉止
痛、镇静消炎，还被称为“女
科之花”。它有白芍和赤芍之
分，白的花是白芍，红的花是
赤芍。尤其是白芍，更是女科
良药。传说最先发现这一点的
是东汉末年名医华佗的妻子。

华佗为更加方便而全面地
研究药草，在住宅前建了一个
药园。一次，一位外地人送给
华佗一颗芍药籽，把它种在药
园。他研究了芍药的叶、茎、
花，觉得没有什么可做药用。
之后某一天，华夫人血崩腹
痛，用过好些药都不见好转。
望着窗外的药园，华夫人突然
想起还没用过芍药，便挖起芍
药根煎水喝了。不过半日，腹
痛渐止，又服了二日，病痛全

无。华佗这时才意识到忘记研
究芍药根了。华佗之后对芍药
的根做了细致研究，发现可作
多用：生品长于平肝、益气，
麸制长于养血、敛阴，酒制长
于活血，碳制长于止血。由
此，芍药被广泛使用了。

女人与花，就这样宛若一
体。如几缕飞云，悄然生动；
又如远方篷船里透出的灯光，
隐约着许多温暖，印记着了无
痕迹的瑰丽。 据《北京晚报》

当漫天桃花在空中飘舞，
总令人思绪飘得很远，一些女
子，比如息妫，会在那一片粉
嫩花海中，淡淡浮现出来。

息妫是春秋时期息侯之
妻，一次到蔡国探望姐姐，姐
夫蔡哀侯对她失仪无礼。息侯
一怒之下，引楚兵入境，灭了
蔡国。成为阶下囚的蔡哀侯嫉
恨息侯，便在楚文王面前极言
息妫的美色，说她：“目如秋
水，面若桃花，长短适中，举
动生态，世上无有其二。”意
欲勾起楚文王之色心。楚文王
果然闻色心喜。公元前 680
年，楚文王伐灭息国，夺息妫
为夫人。息妫至楚，三年不同
楚文王说一句话。

息妫最后的结局已不可
考，有一种说法是：一天，她
趁楚文王外出打猎，溜出宫
外，与息侯见面，俩人自知破
镜难圆，双双殉情自杀。时值
三月，桃花盛开，楚人便以息
妫为桃花夫人，立祠以祀，后
人又封她为主宰桃花的女神。

而息妫之于桃花，可谓是
相得益彰。据说，息妫之所以
能“面若桃花”，除天生丽质
外，也是因为常用桃花敷面所
致。将新鲜桃花捣烂取汁，敷
于面上，用手指轻轻按摩片
刻，或将阴干的桃花粉末和着
适量蜂蜜调匀，涂敷面部，都
可润泽肌肤，达到面色红润、
皮肤光滑细腻而富有弹性的效
果。因为，花儿，是植物精
华，许多花卉含有各种生物
甙、植物激素、花青素、香精
油、酯类、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等，能疏通脉络，改善血液循
环，供给皮肤营养，抑制引起
皮肤老化的某些酶类，增强皮
肤细胞活力。桃花也不例外。

息妫的故事，是女性生活
的悲剧。“千古艰难惟一死，
伤心岂独息夫人。”唐代诗人
王维更以一首《息夫人》“莫
以今时宠，忘却昔日恩，看花
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清透

地道出了息妫的艰难。
朝霞似风，夜凉如水，息妫

的故事远去了，而“桃花依旧笑
春风”。除美容养颜，桃花还能
消积散瘀，可治疗狂症，其镇静
安定作用也令人叹服。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引述了另一个
女子和桃花的故事。这位女子
因丈夫亡故，日夜思念以致精
神失常，得了狂症，成天手舞
足蹈，甚至登高上墙。家人只
好把她锁在房中。一日夜晚，
她破窗而出，攀上桃树。一夜
间，竟将一树桃花尽数吃光。
而她的狂病竟然痊愈了。

身为女子，应像桃花一样
啊，盛开在明媚春天里，拥有

“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唯美时
光。

桃花如面，伤心岂独息夫人

女人如花，最是“王”“后”关爱多

女人与花女人与花 永恒的芬芳永恒的芬芳

“沉鱼落雁鸟惊喧，羞花
闭月花愁颤。”明代戏曲家汤
显祖的《牡丹亭》中，美人们
美得让鸟惊起鸣叫，让花惆怅
颤抖。沉鱼、落雁、闭月、羞
花分别指代的是中国古代四大
美女——西施、王昭君、貂
蝉、杨玉环。

据传，杨玉环 18 岁被选进
宫，一天到花园赏花，随意抚摸
着一味花草。谁知，那味花草
竟然立即收缩、卷起了花瓣儿
和绿叶儿，仿佛害羞一般。“羞
花”称号由此得来。杨玉环“集
万千宠爱于一身”，后来还有

“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典故。
杨玉环爱赏石榴花，爱吃

石榴，爱穿绣满石榴花的彩
裙。那色红如石榴花的石榴
裙，是唐代年轻女子极为青睐
的一种服饰款式，唐代诗人白
居易在《琵琶行》中，用“曲
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
妒……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
罗裙翻酒污”描写的那位才艺
出色的弹琵琶女子，她穿的

“血色罗裙”就是石榴裙。为
讨杨玉环欢心，唐玄宗在华清
宫等地种了不少石榴供杨玉环
观赏。每当石榴花竞放之际，
这位风流天子即设酒宴于花丛
之中，与杨玉环尽情嬉戏，不

理朝政。朝中大臣对此
颇为不满，但只敢迁怒
于杨玉环，对她侧目而
视，拒不行礼。杨玉环
为此很不高兴。一日趁
唐玄宗设宴召群臣共
饮，杨玉环端起酒杯对
唐玄宗耳语道：“这些
臣子大多对臣妾侧目而
视 ， 不 行 礼 、 不 恭
敬。”唐玄宗听了，立
即下令，要求文官武将
见了杨玉环均须行跪拜
礼。众臣无奈，凡要见
到杨玉环身着石榴裙走
来，无不纷纷下跪使
礼 ，“ 拜 倒 在 石 榴 裙
下”。

后 来 ，“ 拜 倒 在 石 榴 裙
下”又引申为男人为心爱的女
人倾倒之意。很多雅士还借这
种裙子来特指女子。例如，南
北朝诗人何思徵在《南苑逢美
人》 中，写下“风卷葡萄带，
日照石榴裙”，就是用石榴裙
来暗喻心中美女的。

而所有花草中，既香且美
还可养颜消异味的栀子花也让
杨玉环喜欢。杨玉环有轻微狐
臭，身体难免发出异味，夏季
尤甚。她便将栀子花调入蜂蜜
中敷面。又将栀子花阴干研成

粉末，加山泉水调均涂抹在腋
下。还常在浴池中撒满栀子花
瓣，沐浴其中。所以，狐臭早
就闻不到了。轻步微移，清香
阵阵。那“天生丽质难自弃”
之美和“回眸一笑百媚生”之
媚，更是别具魅力和风情。

“羞花”，不是件容易的
事。而在细水长流中，羞怯地
开出一朵清秀纯净的花儿，小
心翼翼地绽放光辉，才是楚楚
动人，似露珠轻落在花叶之
间，于淡烟轻雨中，流淌着人
间的喜悦与芬芳。

羞花容颜，血色罗裙今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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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过春风拂过，，百花争艳百花争艳，，如今正是鲜花的最美时如今正是鲜花的最美时
节节。。而女人如花而女人如花，，也是世间最美的存在也是世间最美的存在。《。《诗经诗经··卫卫
风风··硕人硕人》》形容女子形容女子，“，“手如柔荑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肤如凝脂；；领如蝤领如蝤
蛴蛴，，齿如瓠犀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螓首蛾眉。。巧笑倩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美目盼兮”。”。中中
国古代国古代，，把女子跟花相比的诗句数不胜数把女子跟花相比的诗句数不胜数，《，《诗经诗经··周周
南南··桃夭桃夭》》有句有句““桃之夭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灼灼其华”；”；三国时期文学三国时期文学
家曹植家曹植《《杂诗杂诗》》有句有句““南国有佳人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容华若桃李”；”；唐代唐代
诗人李白诗人李白《《清平调清平调··其二其二》》有句有句““一枝红艳露凝香一枝红艳露凝香，，云云
雨巫山枉断肠雨巫山枉断肠”，”，等等等等。。

女人与花女人与花，，有剪不断的渊源有剪不断的渊源，，那清朗的悠远那清朗的悠远、、浪浪
漫的柔美漫的柔美、、雅致的和谐雅致的和谐，，生生地炫疼了多少人的眼生生地炫疼了多少人的眼
睛睛。《。《辞源辞源》》里对里对““女女””字的注解中字的注解中，，有一条是有一条是““美美，，柔柔，，
弱弱，，小小”，”，道出了道出了““女女””字的万千气象字的万千气象。。而这而这，，不正和花不正和花
儿一样吗儿一样吗？？

因为美因为美、、柔柔，，女子与花儿相得益彰女子与花儿相得益彰，，养眼养眼、、入心入心，，
所在之处即风景所在之处即风景。。因为弱因为弱、、小小，，女子与花儿相互慰女子与花儿相互慰
藉藉，，女子爱花女子爱花、、护花护花，，花儿也以其神奇功效花儿也以其神奇功效，，给予女子给予女子
无尽关怀……于是无尽关怀……于是，，芬芳自来芬芳自来，，美遍天涯美遍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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