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雨水时节，“中

国十大名花”之首的梅花，已傲霜而立。

中国人对梅花，总有些特殊的感情在。从

古至今，梅以它的高洁、坚强、谦虚等品格，赋予

文人骚客以灵感，从赏梅到喻人，留下无数咏梅

佳作。又因梅花有五瓣，被普通百姓认为象征

着“五福”，即快乐、幸福、长寿、顺利、和平，因此

更有吉祥报喜迎春之意。

在梅花的身上，有着许多故事，光说名字，

就有不少趣事。古时，梅花有许多别称，每个别

称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寓意。比如，梅

与兰、竹、菊一起列为“花中四君子”，与松、竹并

称为“岁寒三友”，这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别称。

此外，梅花还有十大雅称——寒客、玉蝶、暗

香、疏影、冷蕊、霜杰、玉妃、雪友、南枝、春魁。暗

香和疏影出自北宋林逋《山园小梅二首》那句脍

炙人口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寒客、冷蕊、霜杰、雪友与梅花不畏严寒、傲然独

立的特点有关，玉妃、玉蝶源于其花瓣洁白如玉、

纯洁高贵，南枝、春魁则突出了梅花与地理及气

候的关联，给人以温暖希望之感。

那么，现代中国梅花的品种名字，又是怎样

得来的呢？上世纪40年代，我国学者着手对梅

的品种进行了系统调查与整理。经过57年分

类系统的不断完善，1999年，陈俊愉院士将“二

元”分类的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合理地相结合，

提出了中国梅花种系（种型、系统）、类、型分类

检索表（1999），归纳为3系、5类、18型。

2010年，陈瑞丹将“二元”分类的优点保留，

在形式上用品种群和品种名表达，形成了最新

分类体系，一个高度简化的分类系统。自此，各

色梅花被归为11大品种群——龙游品种群、垂

枝品种群、朱砂品种群、跳枝（洒金）品种群、绿

萼品种群、玉蝶品种群、黄香品种群、单瓣（江

梅）品种群、宫粉品种群、杏梅品种群、美人（樱

李梅）品种群。

其中，与甲辰龙年相关的，当然是龙游梅

了。这一类的梅花均为复瓣白花，品种包括龙游

和香篆，枝条曲散，蜿蜒扭曲，婉若游龙，暗香浮

动。龙游梅的花期在1月底到2月中旬，目前均

已进入尾声。好在，从现在起至3月下旬，其余梅

花“大部队”正在陆续抵达，花期最晚的樱李梅品

种群中的“美人梅”，更将开到4月上旬。赏梅，

正当好时节。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对申城而言，雨水节气正处冬春季节交替之时，

冷暖空气容易交锋，天气多变，确实也有“雨水增多，

雨日增加，气温回升”的特点。今年的雨水就更“名副

其实”，随着冷空气提前“发货”，今天夜里起，申城就

将迎来一波连阴雨天气，气温也会重回低位，湿湿冷

冷的体感重返。

今天下午，北方较强冷空气就将抵达，申城气温

将出现明显下降。傍晚前后，气温会回落至10℃附

近，并伴有6~7级偏北大风。夜里，本市转阴有时有

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水会一直持续到20日上午，雨

量可达中等，并可能伴有弱雷电活动。与此同时，申

城将开启持续的低温、阴雨模式。据预报，20日到21

日，本市气温将从2字头重新跌回1字头，气温在8~

12℃间徘徊，22日到27日的气温会再下一个台阶，只

有3~8℃。除了今夜明晨这场雨之外，21日到22日的

雨将达到中到大雨，而阴雨天气至少维持到25日。

“雨水”之名，望文生义，总让人觉得该节气和“下

雨”息息相关。南方城市确实在这个节气里很容易和

雨“相遇”，但实际上，对于二十四节气发源地黄河流

域来说，雨水既不是从此开始下雨，也不是从此下的

都是雨，有些北方地区甚至还有“三月桃花雪”的天气

现象，因此，雨水的气候定义应该说的是：从此时起，

降雨的概率开始高于降雪的概率。

人们之所以关注雨水，除了感知季节变化之

外，还因为此时大多刚过春节或和元宵节相近，年

味尚未退去。在我国古代，各地在雨水日也有许多

习俗，比如，“拉保保”“撞拜寄”（两者皆为保孩子健

康的民俗活动）等。在川西一带，至今仍保留着雨

水时要“回娘屋”的传统习俗，出嫁的女儿会在“雨

水节”这天回家探望父母，带去礼物，而女婿则送上

两把缠着红带子的藤椅，为岳父岳母“接寿”。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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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节气，雨水就这样悄然紧随着“立
春”而至。它和谷雨、小雪、大雪一样，都是反映降水现象的节
气。因此，古人认为，此时，东风解冻，冰雪皆散而为水，化而为
雨，故名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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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这个时节

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以小雨或毛毛细雨为主，早晚温

差大，寒湿之邪较易困阻于脾，可能出现消化不良、食

欲不振等症状。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

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徐熠说，此时节养生应侧重于

调养脾胃和祛风除湿。中药中有这样一味药，它被誉

为“祛湿圣药”——茯苓。

茯苓是一种十分常见且营养价值较高的中药，民间

素有“一两茯苓一两金”的说法，宋代文人黄庭坚也曾诗

咏茯苓：“汤泛冰瓷一坐春，长松林下得灵根。吉祥老子

亲拈出，个个教成百岁人。”

徐熠介绍，茯苓是一种寄生在松树根上的菌类植

物，块状，小者如拳，大的能到数斤，“外皮黑而细皱，

内坚白”。茯苓多于7—9月采挖，挖出后除去泥沙，堆

置“发汗”后，摊开晾至表面干燥，再“发汗”，反复数次

至现皱纹、内部水分大部散失后，阴干，称为“茯苓

个”；或将鲜茯苓按不同部位切制，阴干，分别称为“茯

苓块”和“茯苓片”。

对于茯苓的食用方法，大家较熟悉的是茯苓饼、茯苓

糕等点心。徐熠表示，确有湿气的人，可以用茯苓煮水代

茶饮，或者茯苓研末冲服；如果体质偏寒湿，可配合生姜

同煮；如果体质偏湿热，可搭配薏苡仁共用。

此外，经常出现胃肠不适的人群，可以将茯苓、莲子、

山药和芡实煲汤食用。

“茯苓为渗湿之品，‘补少利多’，所以不宜长期、大量

服用。”徐熠提醒，“茯苓中淀粉含量较高，糖尿病人群需

要严格控制摄入量。”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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