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在南方 

蘭花草 

南方壺 

有一首歌，是胡適作的詞： 
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時過， 
蘭花卻依然，苞也無一個。 
轉眼秋天到，移蘭入暖房， 
朝朝頻顧惜，夜夜不相忘。 
期待春花開，能將宿願償， 
滿庭花簇簇，添得許多香。 

這首曾流行一時的校園民歌─蘭花草，不知現在的年輕人熟

不熟？ 
在論語子路篇裡：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 

圃，曰︰吾不如老圃。 
稼就是種五穀，圃就是種蔬菜。孔子自謙不如老農，不如老

圃。像我們這種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過去從未想去種五

穀，也從未想去種蔬菜，更不曾想去種蘭花。雖然如此，當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飄過腦海中時，還是會

讓我們咀嚼一下。如果那日有塊一畝三分地，要種些什麼

呢？ 
小時候曾讀過“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句子。當時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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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子很灑脫，做事只求盡其在我即可。年齡稍長，想通這

種句子，必非實際耕種者所作。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

莊稼人，如何能不在乎收穫呢？就好比學生怎會只努力讀

書，而不管成績好壞？只問耕耘，應該是文人想像出來的情

景。胡適的蘭花草，才是對耕耘者那種如育嬰般的心理，較

寫實的描述。 
自從種下心在南方的種子以來，我們就是“朝朝頻顧

惜，夜夜不相忘”，牽腸掛肚，一日豈止看三回。自己非“文

不加點，走筆立就”之才，而是“吟成一個字，撚斷數根

鬚”。但仍勤於灌溉，期待春花開，以一償宿願。一個多月

來，的確是添得許多香，離滿庭花簇簇之日看來不遠。千里

馬常有，伯樂不常有。當不成千里馬，就想以伯樂為師。我

們喜悅地發現原來周遭有這麼多隻好筆，隻隻筆鋒常帶感

情，常給我們許多驚豔。引出冰心更是令人高興。冰心的再

現，應是本年華人文壇一大喜事。 
冰心出現後，蘭花草還會遠嗎？(9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