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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德
和
他
的
兰
友
们

朱德一生
酷爱兰花，也喜
欢同兰花爱好
者们交朋友。
他生前结交了
很多兰友，其中
有兰花专家、园
艺工人，也有业
余兰花爱好者，
甚至还有喜欢
兰花的佛教寺
院住持和道教
宫观道人。他
与这些兰友平
等相待，在一起
交流养兰经验，
分享种兰心得，
互换兰蕙名品，
传承和弘扬中
国悠久的兰花
文化。在他们
的交往之中，留
下了很多温馨
感人的细节，展
现了朱德兰花
般的高洁品格
和至真至纯的
精神境界。

杭州花圃的兰苑，以众多的春兰品种而
闻名全国。喜爱兰花的朱德，早就听人说起
过，并倾慕已久，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前去观
赏。20 世纪 50 年代初，朱德到杭州考察工
作。工作之暇，他兴致勃勃地来到花圃欣赏
兰花，对这里的兰花钟爱有加，尤其是各种珍
稀春兰名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
里，朱德结识了养兰专家诸友仁，对兰花的共
同热爱，使得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
一位民间艺兰大师结下了深厚友谊，开启了
长达十多年的兰艺交流。

诸友仁，现代著名的养兰专家。他的老
家浙江省绍兴漓渚镇，是全国有名的兰花之
乡，从越王勾践以来的 2500多年间，植兰、养
兰的传统一直延续不断。由于受兰花文化的
影响，诸友仁自幼酷爱兰花，并与兰花结下了
不解之缘。最初跟随岳父学习管理兰花，帮
着他“起架卸棚”，后来独立开园养育兰花，最
多时达400余盆，兰花品种有上百个。他养育
了一辈子兰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养兰高手，
与江苏无锡的沈渊如、浙江余姚的王叔平，并
称为全国三大“兰王”。

新中国成立后，诸友仁被杭州花圃兰苑
聘请为专家，指导花圃的兰花养护管理，并带
徒传艺，传授兰花栽种知识。同时，他把自己
几十年来精心培育的百余种兰蕙，全部捐赠
给政府，供广大群众参观欣赏。

朱德一见诸友仁，就被他丰富的兰花知
识和栽培管理技术所折服，两人相见恨晚，彼
此有说不完的话题。从兰花的历史到兰花的
产地，从兰花的植物学性状到兰花的类型及
主要品种，从兰花的繁殖技术到兰花的栽培
管理等，凡是与兰花相关的，几乎无所不谈。
朱德主动提出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栽兰技
术。诸友仁毫不保留地向朱德讲述培养兰花
的许多经验。朱德细心地倾听，认真体会，时
常还会提出一些问题，进行切磋交流。从那
以后，朱德每次到杭州，都尽可能抽空看望这
位专家，交流艺兰信息。有时，还结伴到郊外
山林寻找野兰花品种，回来后一起清理、修剪
和栽种，共同分享收获的喜悦。

朱德多次对诸友仁说，新中国成立了，兰
花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供少数达官贵人玩赏，
要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你有精湛的技术和
专业特长，一定要发挥出来，为人民种好兰
花。同时要积极发掘和光大我国悠久的兰花
文化，多培养一些徒弟，总结推广经验，把养
兰技术传给年轻一代，为发展兰花事业多作
贡献。朱德还鼓励诸友仁把几十年来积累的
养育技术和栽培经验系统总结一下，编写成
书，供人们学习参考。

在朱德的鼓励下，诸友仁与同为兰花专家
的姚毓璆一起，根据他们丰富的兰花知识和养
兰经验，并参考有关史料，于1959年编写出版
了一本名为《兰花》的专著。该书较为系统地
介绍了我国艺兰的历史，兰花的特征、种类和
主要品种，繁殖、栽培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方法，
以及兰花的评选标准和艺兰月历，并附有品种
性状记载表和插图数十幅。这本书，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本兰花栽培方面的专著，
为广大园林绿化工作者及普通兰花爱好者提
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一时轰动中国兰界。
朱德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欣然赋诗一
首，表达了祝贺和赞赏之情：“专家诸友仁，种
兰已成名。著书凭实践，理真艺术精。”

后来，诸友仁有感于“爱兰者多，而艺兰
者无多，艺兰者虽有，而传授艺兰者尤鲜”的
状况，加之历史上虽然不乏兰谱、兰史、兰蕙
录等之类的著作，但这些书的内容“大都绘其
形貌，述其来源，以及高下之品评，感兰之寄
托”，“至于如何培植抚养的经验、方法等”，都

“略而不详”，对养育兰花没有太多帮助。于
是，他进一步总结自己40多年的技术和经验，
又编著了一本《我的艺兰生活》，详细介绍了
兰花的识别、鉴赏、挑选、检验、栽培、管理等
方面的知识，为养兰技术的普及作出了贡
献。诸友仁将该书送给朱德后，朱德颇为赞
赏，多次向急需相关技术和经验的园艺人员
以及普通爱好者推荐该书。

在革命队伍中，也不乏兰花喜爱
者，更有因爱兰而与朱德元帅结下深厚
友谊的。开国上将陈奇涵，就是其中的
一位。

朱德与陈奇涵，是志同道合的革命
战友。在南昌起义之前，两人就已经相
识。那时，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在国民党将领朱培德部第三军中秘密
为党工作，朱德任军官教育团团长，
陈奇涵任参谋长，他们在连队中积极发
展党员，建立共产党组织，陈奇涵担任
党支部书记。朱德和陈奇涵都是资深
军人，性格相近，志趣相投，信仰相同，
在一起工作配合得非常默契。

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领起义部队，几
经周折，最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
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合。陈奇涵则组织
了兴国农民暴动，夺取了兴国县城，在赣
南地区形成了红色割据局面。这为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转战赣
南闽西，开辟赣西南根据地及中央苏区，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毛泽东多次
称赞陈奇涵的这些历史功绩，把他誉为

“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无论是在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还是在两万五千里
长征途中，无论是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还是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朱德与陈奇
涵总是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战友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陈奇涵将军调到北
京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
长兼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便有更
多的机会看望朱老总了。特别是 1959
年 4 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上，朱德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陈奇涵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两个人的交往更加密切。有时周
末，陈奇涵会被朱德热情地邀请到家中
做客。饭后，朱德就请陈奇涵参观他亲
手栽种的兰花，向他们介绍兰花知识。
偶尔，他还会把自己心爱的兰花，赠送
几盆给陈奇涵。朱德还将自己长期以
来养兰的经验和心得，写成一卷养兰心

经，赠送给陈奇涵，陈奇涵视为珍宝，认
真学习体会。在朱德的影响下，陈奇涵
也渐渐地成了一位兰花迷。

1962年春节后，陈奇涵陪同朱德到
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视察工作。3月
初，他们来到了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地方
——井冈山，在这里一同寻访井冈兰，
并诗词唱答咏颂兰花，留下了一段鲜为
人知的佳话。

井冈山是著名的革命圣地，也是兰
花的盛产地。这里的兰花不仅品种繁
多、名品纷呈，而且绰约多姿、清雅秀
丽。1928年，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
冈山和毛泽东会师时，曾在山上看到过
野兰花，虽然非常喜爱，但当时条件极其
艰苦，不允许挖来种植，只好默默地记住
兰花的主要生长地，希望有朝一日再回
来寻找它们。

到达井冈山的第二天，两位老人驱
车来到山间林草茂密的地方，采到了幽
香清雅的井冈兰，移植到花盆里带下山，
完成了 30多年前的一桩心愿。高兴之
余，回首峥嵘往事，都感慨万千。为此，
陈奇涵写了一首《咏兰》诗送给朱德：“祖
香隐长在深幽，清沁吐芳自风流。三三
幸会逢知遇，淑人君子美胜收。”

朱德读罢，心潮澎湃，挥笔写下《和
陈奇涵同志<咏兰>》：“井冈山上产幽
兰，乔木林中共草蟠。漫道林深知遇少，
寻芳万里几回看。”诗中所说的“知遇”，
不仅是指他们与兰花之间的感情，同时
也包含着朱德与陈奇涵两位老战友之间
的知遇之情吧。

回京后，朱德特地给陈奇涵送去以
竹碗代花盆栽插的一株井冈兰。陈奇涵
十分珍惜这盆兰花，花谢叶枯后仍舍不得
扔掉，将其制成标本，衬以宣纸，手书“莫
道花残叶虽无，心地芝兰有异香”，并用玻
璃框镶成条屏，悬挂在书房内，伴随他度
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几个春秋。至今，在北
京西四的陈奇涵将军故居内，这幅条屏依
然悬挂在那里，将共和国一帅一将两位革
命兰友的纯洁友谊化为永恒。

与艺兰大师
诸友仁的经验交流 与开国上将陈奇涵的诗词唱和

与日本友人松村谦三的兰花互赠

在朱德的外国兰友中，值得一提的
是日本著名友好人士松村谦三先生。
松村谦三是日本资深政治家，曾任农业
相和文化教育相，自由民主党顾问。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关系一度出现紧
张局面，交往的渠道几乎全部中断。在
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推动中日邦交正
常化，松村谦三不顾党内外的阻挠，毅
然先后5次访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的朱德，在公务繁忙之际，曾三
次在北京接见了来访的松村谦三。
松村谦三十分喜爱中国的兰花，他收藏
的3000余盆兰花中，绝大多数为中国兰
花。每到中国，他必抽空去兰圃观赏兰
花，也经常到同样爱兰的朱德元帅家里
赏兰，和朱德也结下了深厚的“兰谊”，
并在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一段以
兰花为媒的外交佳话。

1959年 11月 12日，朱德在北京接
见了来访的松村谦三代表团一行。两
个人会谈完公务之后，不知不觉地将话
题转到了共同感兴趣的兰花上，相谈甚
欢。乘兴之下，朱德邀请松村谦三到中
山公园观赏兰花，并向客人详细介绍了
园中名兰，包括兰花的习性、特点、养护
常识等。据当年在场的中山公园的园
艺师、养兰专家虞佩珍介绍，松村谦三
对中山公园琳琅满目的兰花叹为观止，
流连忘返，参观后点名向朱德索求如意

素、寅谷素、寰球荷鼎和绿漪等 4个名
品。朱德爽快地答应了客人的要求，并
让中山公园负责提供。松村谦三如获
至宝，高高兴兴地将 4盆兰花带回了日
本，放在家中精心养育，逢人便讲这些
珍贵兰花的来历。

1962年9月，松村谦三再次访华时，
特地从东瀛带来了几株自己养育的日本
杂交兰，作为礼物回赠给了朱德委员
长。后来，朱德将这几盆兰花，连同他自
己精心培植的6000多盆兰花，一起赠送
给了中山公园。对于这些作为友好使者
的日本兰花，中山公园非常珍视，精心养
护，几十年后仍生机盎然，繁衍不息。

为了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松村谦三
还曾与中方发起组织了一次“兰花外
交”。1963年4月，松村谦三提出，他以
日本爱兰协会会长的身份，邀请中国政
府派一个兰花代表团访问日本，用民间
外交的形式，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很
快，由兰花专家、福建省委统战部长
张兆汉为团长的中国兰花代表团启程
访日，孙平化、王晓云和王晓贤等三位
谈判专家，作为团员随同访日。兰花代
表团访问期间，与日本兰花爱好者进行
了友好交流，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序曲。
在中国兰花代表团结束访问回国后，继
续留在日本的孙平化等人，则开始了此
次访问最重要的日程，在松村谦三的帮

助下，绕开反华亲美势力，与日本政坛
的重量级人物进行了广泛接触，并达成
了重要协议，中日“兰花外交”取得了巨
大成功，为两国在1972年9月实现邦交
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果说“乒乓外交”，是小球转动大
球，让坚硬的中美关系产生松动的话，
那么，“兰花外交”则给冰封的中日关系
吹进一丝温暖的清风，让中日关系迎来
了破冰时刻。小小的兰花，在中日关系
最困难的阶段，以其独特的魅力，充当
了友谊的使者，架起了两国间沟通的桥
梁，显示了老一辈政治家们的超凡外交
智慧。松村谦三逝世后，周恩来总理在
唁电中称赞他是“日本卓有远见的政治
家”，“把晚年献给日中友好事业，作出
了重大贡献，深为中国人民所敬佩”。

如今，朱德和松村谦三两位可敬的
老人都已不在多年了，但中山公园里作为
友谊使者的兰花，仍年年盛开。松村谦三
先生的长子松村正直每次来北京，总要
到中山公园看看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兰
花，缅怀朱德与松村谦三之间的伟大友
谊。当他得知中山公园已经没有当年
送给他父亲的寰球荷鼎时，慨然将几株
松村父子繁育几代的寰球荷鼎兰花，回
赠给了中山公园。几十年风风雨雨，几
万里重洋远涉，这些跨越时空的友谊之
花，更加芳香浓郁。

□郑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