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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爆料
8日，网友李记记发了条

微博：“无人售盆景”。郑州
商城路城东路，盆景卖出，付
款靠行人自觉（黑板右下写
的 是“ 要 者 请 自 觉 投 币 桶
内”），想起来前几天那位“无
人售馍”的大娘。

晚报记者 石明顺 文/图

一块小黑板让人产生
莫大兴趣

按照网友的指引，在商城路与城东
路西 20 米一个游园门口，我找到这个
地方。

一挂简易的竹架上摆放着高高低低
的盆景，前面有块小黑板，5行黄色粉笔
字格外精神：“吉祥草15元……榕树盆景
60元，需要者请自觉投币桶内，亦可到园
内选购。”

果真无人看管。
不远处，正在纳鞋垫的老大娘说，卖

盆景的主人整天在里边拾掇他的盆景园，
没人照看摊位。

带着疑问与好奇，我环顾四周，游园
大门上写着“商城盆景园”几个大字，一条
红色短幅“盆景展”扯在大字下方。

推开铁门摸索前行，踏着树丛中碎石
砌成的蜿蜒小路，走了 200多米，盆景园
依然没有出现。

我一口气爬上城墙顶端，向下眺望，
城墙下一所摆满各式盆景的超大院落映
入眼帘。

来不及欣赏美景，我跑下城墙，轻轻
推开大院的栅栏门，一声犬吠止住了我的
脚步。

“有人吗？”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闪
出一位白胡子老人。

他就是盆景园的主人——李四祺，43
中退休历史教师，今年63岁。

听说我的来意，李老师笑了笑：“好多人
不知道这里面有盆景，写个小牌子等于做个
宣传引导，让人知道这里面有花，要不然还
得跑陈寨买。”

“不怕盆景丢吗？有没有人把桶里的钱
拿走？”

“不会的，这儿的人都很自觉，真有那
事，端走又如何，只当送了。一盆花，几十块
钱，也就那么一回事，无所谓的。”李老师有
些淡然，好多买盆景的人感觉把钱放桶里不
放心，直接来园里找他了。“在外边买的人
少，大多数是来园里买的。”

李老师说，卖盆景不是主要的，图的是

快乐。一般好盆景，稀少的品种不会卖，他
想以花会友，好的留下来让朋友观赏。

李老师回忆一下，去年夏天第一次在路
边摆摊儿，晚上拉回来，一天卖了一盆，桶里
就10元钱。

十几天前，他收摊时发现少了一盆
吊兰，标价 15 元，桶里有 14 元。他心里
说，14元也不少，买东西都是要讨价还价
的。第二天一盆也没卖，但桶里多了一
元钱。

“可能是那个顾客当时没零钱，把花端
走了，后来路过时又放了一块钱。”老人说，
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丢花或少钱的事儿。

李老师从小酷爱养花喂鱼，“文革”前
受条件限制，只能种一些平平常常的花。

“文革”中，有人说他小资产阶级情调，他不
得不把养的花全部剪断，花盆倒扣地上，养
的鱼也全部放生到熊儿河里。

改革开放后，他被抽调到43中教历史，
正大光明地养花种草，他是郑州最早摆弄
盆景的一批人。

1998年，市盆景协会举办一个展览，他
的“小叶女贞”获得一等奖，从此，他加入协
会，交了许多好朋友。

“我现在很开心，基本上每天都有朋友

找我喝茶赏花。”李老师很高兴。
2008年退休后，摆弄花草的时间一下

子多了起来，他拿出30万元积蓄，租下商城
遗址的苗圃基地，开始经营起自己的“盆景
王国”，园区占地 2000多平方米，盆景 2000
多种、上万盆。

他还经常到新密、登封挖树根，运回来
修修剪剪，种活后设计盆景造型。

一听说哪里有家属院拆迁，他赶紧跑
过去看看有没有适合培育盆景的树木。碰
到一些因为搬家而不要的树桩，他总是如
获至宝挖回去。

闹市里的隐士“陶渊明”
“盆景的造型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一般的盆景

成型需要 5年以上的时间。”李老师说，玩盆景非常
适合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有耐心。

他指了指一个盆景：“这棵养了20多年了，都是
我的心血，就像自己的孩子，有感情啊！”

每个盆景都有一个故事，每个盆景他都赋诗一
首。为了照顾好这些盆景，他专门在小园中建了一
所专业的冷房。

“整个园子都是我一人亲手建起来的。”建园子
辛苦，平整土地，拉砖铺路，挖潭放水，花了一年时
间，终于像回事了。

这两年，他又作了规划，除了摆弄盆景，他还搭
了所房子，喂了一些鸡，养了几只孔雀，潭里小鱼游
来钻去。

每天一大早，钻进园子，看看盆景，浇浇水，翻
翻土，喂喂鸡，或端详，或挥剪摆弄，或轻扑枝叶，或
漫步塘边，老人的日子真有点“结庐在人境，而无车
马喧”的味道。

“我年轻时有很大的抱负，到了 40岁，看淡了，
就想啊，退休后能过陶渊明一样的生活多好，现在
跟他也差不多了。”李老师调侃了自己几句，盆景园
背靠老城墙，三面高树环抱，虽比不上陶渊明的世
外桃源，也算是喧嚣都市中一片静土乐园。

“我现在的退休金一半放在家里，一半投在园子
里，每年至少贴进去2万元，要是为了赚钱，我就不这样
干了。”李老师说，一些单位经常借他的盆景展览，包括
绿博会，他的盆景多次得奖，给不给奖金，无所谓。

李老师让我给读者带个话，他有传播传统文化
艺术的责任，免费提供花卉盆景养护咨询，免费培
训初级盆景学员，免费为学生写生、市民摄影提供
服务，免费为盆景爱好者及省市盆景协会会员提供
试验素材。

和李老师聊啊聊的，耳边早已听不到一点点都
市的喧嚣。

初冬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想起陶渊明
的《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谢谢网友李记记
提供这条线索，请
领取河南钱币有限
公司天中店提供的
一盎司熊猫银币一
枚。每月奖金币一枚

每周奖银币一枚
每天奖精制纪念币

【 】“盆景园背靠老城墙，三面高树环抱，虽比不上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也算是喧嚣都市中一片静土乐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