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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松老师，如果我没有恐高症，我可以当助手跟你一起采
集野花标本。”

敬松老师上着山坡连气都不喘一下，回头看着山下的我
说：“你等于没有说。你有恐高症，采集标本要上高山，有时可
能是悬崖，你根本就做不了这份工作。”

我颓废地站在山下，等待着敬松老师返回。所有高山，都
是我颓废的地标。在恐高症面前，我无法勇敢起来。

敬松老师60多岁了，爬山比年轻人还厉害，山对于他像平
地。

阿克苏山沟的野花因为很少被羊群啃食，野花的品种多，
而且还没有被人采摘过。

“主要是哈萨克族牧民保护得好。”敬松老师指着这条山沟
说，“之前有位领导来考察这条沟，一行人想进围栏里面看看，
但牧民不让跨进围栏半步。领导表扬了这位牧民，说坚持原
则，才能保护好马牛羊的生命线。”

在这条无人的山沟里，我们都对这个未曾见面的牧民表示
了敬意。

敬松老师是伊犁州从事中药检验40多年的老专家，他退休
后又受聘到伊犁州昭苏农业科技示范园，负责昭苏种质资源圃
的建设工作。每周他都要坐5个多小时的长途车从伊宁来到昭
苏，带领种质资源圃的人到山里采集各种中药材原植物，移植
到资源圃进行培育，建立昭苏高原植物基因库。并采集中药材
和野花标本，制作大量的植物蜡叶标本。40多年来，他收集的
中草药标本达1000多种，他手机里的图片除了美景就是艳丽的
野花。

敬松老师说，蓝蓟是昭苏特有的一种高原植物，它的花期长，
从五月底开花一直到十月下雪时花才凋谢，适合昭苏寒冷气候。
蓝紫色、粉红色的花，长长的花蕊伸出花瓣之外，十分艳丽。

在阿克苏沟，敬松老师下车直接踩着石头就上山，下雨的
山上，路滑，敬松老师像走平地一样，健步如飞。

每采一种标本，敬松老师都要拍几张照片留做记录。他不
是摄影师，但他拍的标本照片精美绝伦。他是用情怀拍照，每
个标本的照片里都是他浸入的心血。我们采集了森林水苏、新
疆党参、独丽花、鹿蹄草、斑叶兰。夏季的昭苏草原和山沟里处
处鲜花盛开，黄色的叫野罂粟，蓝色的叫花荵。野蔷薇有红色、
黄色和白色的，叶片像玫瑰叶，花像梅花花瓣。天山亚麻，粉红
色花，数朵一簇，叶子像亚麻。

野生郁金香是荷兰郁金香的原种，仅仅比荷兰郁金香叶片
和花瓣稍小，在昭苏草原上分布着数十万亩面积的野生郁金
香。每年四月，竞相开放，一望无际黄色的野生郁金香让人流
连忘返，引来了大批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水杨梅的果实像杨梅。瓦韦、水龙骨是蕨类植物，不会开
花，它的叶子背面长满了孢子囊，囊内充满了细小的孢子，也就
是它的种子，成熟后随风飞走，飞到适宜的环境就会在那里长
出新的幼苗。

在喀夏加尔，敬松老师会随时让司机停下车，随手又采了
独行菜、香藜、秦艽、狗尾巴草。

我们跟着敬松老师，从每一种采集的野花标本开始学习，
每一种野花都是很名贵的中药材。野花不跟群花争艳，独在山
野吸附天地精华，再回馈人类。

谁说做一朵花是独自为自己开放？
山野沟壑，我们就从车前草、蒲公英、党参这些普通人都知

道的野花开始寻找。找到一朵不同的野花都会问敬松老师，这
朵花的学名、用途。野花太多，花和名字一时也不容易记住。
芳香新塔花、百里香、密花香薷、全叶青兰都是唇形科植物，芳
香扑鼻并可以治感冒。母菊、新疆鼠尾草、新疆紫草、昭苏滇紫
草、天山蜡菊、狭叶红景天、千叶蓍、贯叶金丝桃、缬草、红豆草、
天仙子、板蓝根、柳兰、千里光、黄芪、独尾草、大叶橐吾、新疆大
黄、北极果、爬地柏、鳞毛蕨、铁角蕨、龙葵、草原糙苏、一枝黄
花、八宝景天。这些有名的野花，你没有听说过的我们都见过。

准噶尔乌头的花儿蓝紫色像小鸟一样，老鹳草的果实像鹳
雀的嘴巴长长的伸出。驼舌草的花絮比叶子长，奇特的是它的
花瓣谢而不落，且仍保持着鲜艳的色彩，很适宜插花。卷耳鲜

嫩的叶子和洁白的小花是一种爽口的野菜。红门兰的
叶子像玉米叶，花红红的像火炬开在头顶上，它那肥厚
的肉质根像手掌白白的，几个支根如手指，故又称为手

掌参，具有类似人参的滋补作用。新疆大黄的花葶

具有酸酸的味道，当地牧民常把它当水果吃，又叫酸杆子，其根
入药有泻下的作用。牛蒡子、苍耳、大薊的果实带刺，就是我们
常说的毛毛球，常粘在羊身上。

敬松老师说，其实每一种野花都是一种中药材标本，他指
导昭苏农业科技示范园已经把150多种野生中药材采集移植到
42亩的资源圃里。密花香薷，长得最多，马上就要全部开花，它
的花瓣是紫红色的毛球，掩藏在浓密的叶子里。

有一棵荨麻被当益母草挖回来种了，一下子这棵荨麻又复
制了许多棵荨麻。敬松老师在42亩的资源圃里解读着每一种
从山沟里移植过来的花草，叫着它们的名字。

从阿克苏沟到昭苏种质资源圃，我们跟着敬松老师学习认
识了这一生都没有学到的知识，更多关于野花的知识是平生头
一次触碰。

接近大自然，跟大自然里的野花亲近，是我们在昭苏草原
上的另一种人生体验。这么多野花，在没有被采集为标本前，
都和青草露水一起进入了昭苏的马牛羊的胃里。

我们一天采集了100多种野花标本，没有来得及采集的野
花可能还在山野里开放。

在昭苏，我从敬松老师身上了解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敬
松老师没有过多跟我们介绍他自己，也没有具体说他工作时跑
了多少山沟采集了多少标本，做了哪些鲜为人知的事。他严谨
的工作态度，对事物认真敬业的作风已经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
寻常的专家。

一直到后来，我在网上把敬松老师的名字输入，才知道了
他在30多年前，就在做常人想做也做不了的事。

从1985年《伊犁日报》发表的第一封读者来信，呼吁保护新
疆阿魏开始，敬松便开始了延续三十多年的新疆阿魏保护之
旅。在新疆药学界，敬松绝对称得上是新疆阿魏保护第一人，
并见证了这个物种如何成为濒危保护物种的历史。中国只有
新疆才生长这种阿魏，采收阿魏与橡胶相似，在开花期间，将茎
自上而下分次切开表皮，即有乳白色的汁液流出，收集乳汁，上
面用树叶覆盖，约经10天，乳汁凝固如脂，即为名贵的阿魏药
材。阿魏味性辛温，具有理气消肿，活血消痞，驱虫祛痰的功
效。在新疆阿魏开花死亡后，其块根在土壤中分解成碎屑，第
二年春天就会长出阿魏菇，阿魏菇仅生长在天山以北高寒地区
长久日照的戈壁滩上，其形状独特，具有特殊的香气，肉质脆
滑，富含人体必须的各种氨基酸、蛋白质、葡聚糖(可以提高人体
免疫力)等，是世上稀有的食药两用菌，珍稀罕见，尤甚鲍鱼，具
有相当高的营养价值。阿魏菇含有的葡聚糖高达9%，能显著提
高人体的免疫力，选择性的杀灭肌体内的瘤细胞，增强肿瘤病
人的抵抗免疫能力。其中还含有较高的亚油酸，具有美容抗衰
老的作用。

网上关于敬松老师的文字，让我心头滚热，一个把一生都
奉献在植物学研究的专家，他走遍了新疆伊犁的山沟壑，他是
另一种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他却普通到一身布衣，一个挎包，
一个水壶，在他想去的山沟找他想找的野花标本。甚至退休
了，他仍然往返坐长途车，住便宜的宾馆，吃简单的饭食，不给
国家添麻烦。

敬松老师告诉我们，为了发掘研究伊犁的中药材，近年来，
中国医学科学院、大连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新疆科学院生态
所、新疆药物研究所的专家们来伊犁，都要找他对接，以寻找采
集伊犁的中药材标本及样品，每次敬松老师都能成功地找到他
们所需的中药材标本。

在昭苏，因为敬松老师，我们对草原，对草场，对哈萨克这
个民族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们所理解的草原，是祖祖辈辈的
游牧民族把他们的家和生命都连在一起的牧场，逐水草而居，
并用生命保护着草原的生命。

敬松老师的老家在四川。他父亲是驻疆军人，他6岁时随
母亲来到了新疆，至今在伊犁生活近60年了。年近九旬高龄的
父母在北京跟敬松老师的两个妹妹生活在一起。敬松老师的
儿子在东北工作，而他却带着老伴仍然在伊犁生活，为第二故
乡，为伊犁，为昭苏奉献着一个植物专家的全部智慧。

敬松老师一直把伊犁当作是自己的家乡。
别人问他家在哪里？他第一反应就是伊犁。这个地名从6

岁开始，一直长在他的生命里，像那些草原上的野花的名字一样，
无论那些野花生长在哪里，他都能识出花的名字，过目不忘。

他的眼里是野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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