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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鄙人于中年时期，为了能多了解国兰，曹几度周游产兰大区，其间曾被株清叶秀、花大色雅、清
香远逸的莲瓣兰所迷恋，遂生远播之心，但久久未能如愿。
　　迄今虽能得以一试，但由于才疏学浅，条件有限，实践面不广，知之不多而常有困惑。
幸得各地热心兰友，无私地赐教真知灼见，热情地赐供精美兰照资料。
热情地精神鼓励、慷慨地给予物质上的关心，终于草就。
尽管已经尽力。
但谬误在所难免。
诚请诸君直言不讳地批评赐教。
　　拙作之付梓，首先是与各地兰友的热忱关心与支持分不开，也与中国林业出版社有关同志的辛勤
努力分不开。
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另外选刊于拙作上的300幅品种彩照，因条件所限，多数无缘见到实物。
只能对已盛开之花照，尽可能客观地聊述管见。
至于未绽开之花蕾照，开品如何不得而知，不敢妄言，待有缘一睹者，细细鉴赏。
至于品种的命名、归类和简评．因鄙人见识短浅，未免有失偏颇，又无法广泛征求意见。
如有冒犯之处，敬请品种拥有者谅解、海涵和批评，以期有缘再版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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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莲瓣兰的艺术魅力、栽培史略、资源分布、形态特征、生态习性、种属分类、品质鉴别、繁殖
方法、栽培管理、病虫防治和鉴赏诸方面均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尤其是对于疑难病害的诊断与防治也作了新的探索，总结出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
全书内容丰富，有较独到的见地，融科学性与实用性于一体。
并附有300幅精美兰照，以供对照和鉴赏。
适于兰花爱好者、生产者、经营者和园艺工作者参考。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莲瓣兰的艺术魅力、栽培史略、资源分布、形态特征、生态习性、种属分类
、品质鉴别、繁殖方法、栽培管理、病虫防治和鉴赏等知识。
并配上300幅精美兰照，图文并茂，生动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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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东生，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镇人。
退休中学教师、科普作家、《中国兰花》既要志特约记者、《花木盆景》杂志特约作者。
1999年被省科协列入专家信息库。

    出身花果世家，尤喜探索兰花园艺，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表关于寒兰的文章。
1999年秋起，相继出版《家养兰花100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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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春兰、蕙兰、春剑、墨兰、寒兰、建兰六大国兰之外，那适应性强，株叶清秀，迎春而开，花
似莲花，色泽秀雅，味馨幽远的莲瓣兰，驾驭着时代的春风脱颖而出，给人们的生活凭添了秀丽、温
馨，使处所呈现出吉祥、喜悦的氛围。
　　因此，她犹如秀外慧中的天使，博得了人们的珍爱。
第一节莲瓣兰名称的由来　　莲瓣兰名称的由来有两大因由：其一是因她的花朵形似莲花（即荷花）
，遂而称其为莲瓣兰。
 莲瓣兰原产于云南，而云南各族人民，自古大多数崇信佛教。
佛祖、观音，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
在莲瓣兰的主产地——滇西地区，更是这样。
仅滇西剑川县石钟山的石窟中，就有“阿嵯耶观音”“怒面观音”“甘露观音”等众多观音像；大理
境内的“观音塘”“观音阁”“观音寺”等比比可见。
而观音佛像之底座则是盛开着出于淤泥而不染之莲花，因而莲花就成了圣洁之花、吉祥之花。
人们把这个介于春兰与蕙兰之间，花瓣形如莲花瓣的兰花，称为“莲瓣兰”，正是对这个被誉为空谷
佳人的兰花的盛赞和尊称。
　　再者是，“莲瓣兰”之花期，恰好在春节期间，“莲瓣兰”，用当地方言讲，听起来，像是“年
拜兰”，与习俗之“拜年”正好是谐音。
因而称为“莲瓣兰”，便赋予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事实上，“莲瓣兰”之称，并非现代人的臆造，而是有其确凿之历史渊源的。
明代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杨安道先生的《南中幽芳录》中共详介了38个珍稀兰花品种，其中就有
“碧玉莲”“金丝莲”等。
到清代光绪年间的《续云南通志稿》中，便有了“白莲瓣”“绿莲瓣”等称谓，新中国成立前，已有
了“白莲瓣”“红莲瓣”“绿莲瓣”“麻莲瓣”“藕色莲瓣”“黄莲瓣”和“朱丝莲瓣”等等，沿用
至今。
 这个约定俗成的称谓，终于被兰花学者界认可。
兰界泰斗吴应祥先生，为其编定了拉丁学名，并于1991年夏出版的《中国兰花》中，正式把它列为第
二类中国兰花介绍。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莲瓣兰名品赏培>>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