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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和汤显祖纪念馆想到的
□王春林

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居然能够在看似名不

见经传的江西抚州，格外清晰地触摸到了中国文

化史上的一条重要思想脉络。

终于有机会踏上了抚州这块向往已久的古老

大地，得以设身处地一睹抚州的芳颜。在抚州短

暂的逗留过程中，它所带给我的是一波又一波的

惊艳感觉。其中最令我震惊不已的一点，就是抚

州历史上人文思想与科举教育的发达。抚州素有

“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别的且不说，单只

是历朝历代考中进士的总人数，就足以令人咋

舌。据可靠的史料记载，中国古代自实行科考制

度以来，全国的进士总人数共计有十万人之多。

仅江西一省，便有一万人之多，从比例看占了全国

的十分之一。而抚州的进士总人数，则接近三千

人，又可以说是占了江西的三分之一。抚州科举

教育的空前发达，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因为抚州

有着极其深厚的人文教育底蕴，所以也才会进一

步托举出包括王安石、晏殊、晏几道、陆九渊、汤显

祖、曾巩等一批思想文化名家。

在参观王安石和汤显祖纪念馆的过程中，我

忽然心有所动。这要从王安石说起。王安石是北

宋时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作为文学家

的王安石，可谓是诗文俱佳。他的散文因其雄健

峭拔而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他的诗歌，则更多

地以其理趣而引人注目。但我们这里所主要关注

的，却是身为政治家的王安石。中国历史上，王安

石的名声巨大，主要就是源于他在出任参知政事

时倾全力推进的“王安石变法”，这场政治运动，因

其影响巨大而历来毁誉参半。1070年，王安石在

全国范围内颁布并积极推行新法，开始了一场大

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

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

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或许与专业的局限有关，对于王安石变法的以上

这些内容，我无法做出评价。然而，在抚州的王安

石纪念馆，真正引起我强烈兴趣的，却是与那场变

法运动紧密相关的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语出

《宋史·王安石列传》的“三不足”的具体内容是“天

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所谓“天变

不足畏”，意即自然界出现的那些灾异没有什么好

畏惧的。因为当时有反对者企图用“天生异象”来

攻击变法运动，所以王安石便以此回击。所谓“祖

宗不足法”，是说假若前人所制定的各种法规制度

无法适应时代的变革要求，那就不能受其影响，乃

至盲目效法。所谓“人言不足恤”，意即在变法过

程中千万不能受到那些反对者流言蜚语的影响。

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坚决

彻底的变法精神。如果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从

一个更宽泛的时空范围来说，王安石的这种思想

叛逆性显得尤为可贵。尤其其中的“祖宗不足法”

一条，在所谓的祖先崇拜一直到现在都影响巨大

的中国，更是有着思想史上石破天惊的重大意义

和价值。

由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我所进一步联想

到的，是同为抚州骄傲的杰出戏剧家汤显祖。虽

然一时间不可能找到相应的实证材料，但因为他

们都是抚州人，更因为王安石有足够巨大的影响

力，所以，如果我们从常情常理出发加以推断，汤

显祖之熟知乡贤王安石其人，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一种客观事实。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主要因为，

在我个人的理解中，从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

到汤显祖对“情”的格外推崇之间，其实存在着一

条不容忽视的脉络关联。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

的戏剧家之一，曾经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汤

显祖，以所谓的“玉茗堂四梦”（或称“临川四梦”）

而名满天下。之所以被称为“玉茗堂四梦”，主要

因为《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这四

部戏剧作品，不仅都与“梦”有关，而且还都与“爱

情”主题紧密相关。四部作品中，汤显祖自己最

为看重，影响也最大的一部，当属《牡丹亭》。《牡

丹亭》的主题可以说就是一个“情”字。该剧描写

了太守杜宝的千金杜丽娘因春情萌动而在梦里

对书生柳梦梅倾心相爱，竟伤情而死的故事。死

后的杜丽娘，化为魂魄继续寻找现实中的恋人柳

梦梅，人鬼相恋，到最后，终于起死回生，与柳梦

梅永结同心。认真审视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无论

如何都不容忽略的，就是他那种特别看重“情”的

创作思想。无论是“万物之情，各有其志”，还是

“梦生于情”“情生于适”，“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万变不离其宗的，都是一个“情”字。整部《牡丹

亭》所张扬表达的就是一种“情本体”的思想内

涵。倘若我们承认王安石对汤显祖曾经产生过一

定的影响，那么，后者带有突出反理学色彩的“情

本体”思想的来源之一，就毫无疑问是前者的“祖

宗不足法”思想。

由汤显祖的由汤显祖的《《牡丹亭牡丹亭》》和和““情本体情本体””，，我所进一我所进一

步联想到的步联想到的，，就是曹雪芹的旷代巨著就是曹雪芹的旷代巨著《《红楼梦红楼梦》。》。

《《红楼梦红楼梦》》里的林黛玉里的林黛玉，，曾经由梨香院里传出的唱曾经由梨香院里传出的唱

戏声而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戏声而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牡丹亭牡丹亭》》里的里的““皂罗袍皂罗袍””

名句名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

垣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赏心乐事谁家院！！””与这一与这一

细节所凸显出的字面上的影响相比较细节所凸显出的字面上的影响相比较，，更重要的更重要的，，

恐怕恐怕却是汤显祖对曹雪芹的思想影响却是汤显祖对曹雪芹的思想影响。。在我的在我的

理解中理解中，《，《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具有现代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具有现代

性思想特质的一部作品性思想特质的一部作品。。它的现代性它的现代性，，集中表现集中表现

在两个方面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一是对““情本体情本体””的倾力推崇的倾力推崇；；是体是体

现在贾宝玉身上的那种离经叛道精神现在贾宝玉身上的那种离经叛道精神。。与与《《水浒水浒

传传》》里那些杀人放火的梁山好汉相比较里那些杀人放火的梁山好汉相比较，，看似柔看似柔

弱无力的贾宝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其实要弱无力的贾宝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其实要

大得多大得多。。

在充在充分肯定分肯定《《红楼梦红楼梦》》所具现代性思想内涵所具现代性思想内涵

的同时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必须注意到的，，就是其与汤显祖就是其与汤显祖《《牡丹牡丹

亭亭》》之间深刻渊源关系的存在之间深刻渊源关系的存在。。如果没有王安如果没有王安

石石，，大约也就不会有汤显祖的大约也就不会有汤显祖的《《牡丹亭牡丹亭》，》，而没有而没有

了了《《牡丹亭牡丹亭》，》，曹雪芹曹雪芹《《红楼梦红楼梦》》的生成的生成，，恐怕也就恐怕也就

成了一个问题成了一个问题。。我在抚州所发现的中国文化史我在抚州所发现的中国文化史

上的这条思想脉络的重要上的这条思想脉络的重要，，由此就不难得到充分由此就不难得到充分

的证实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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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一天，退了休的吴晓红在周吴岕

村的梅林中闲逛，正遇上村书记孙勤芳带着村民

在砍青梅树，直径20厘米、30厘米粗、几十年的

大梅树倒下一片，斧头一刀刀砍向梅树，像是砍

进了吴晓红的肉里。

吴晓红急忙上前制止：“这么好的梅树砍掉

做什么？”

孙勤芳不认得他，看着面前这个装束不起眼

的老头，没好气地说：“青梅卖不出去，都要饿肚

子了。砍掉当柴火卖还能赚几个钱。”

吴晓红急了，提高了嗓门：“这不是浪费了嘛！”

孙勤芳伤感地说：“柴火100斤一担，一担8

块钱。”他指了指眼前的梅树，“这棵树还卖不到

100斤，只有四五块钱。”

吴晓红这才注意到，周围到处堆着砍下来的

梅树，这些梅树已经变成了柴火。一个村民在一

旁说：“梅树桩子砍下来，做柴火都嫌硬。”

梅农们心不痛是不可能的，梅树曾经是村里

人的心头宝贝，他们小心翼翼呵护着它们长大，

不少梅树的年纪比村民还大。可再不舍也没有

办法。从2000年开始，长兴的青梅果卖不出去

了。清明时节，原本正是摘梅好时候，可梅农们

探破了头也没等到收购客商。一些人心急如焚，

跑到县里去打听，这才知道，以往长兴的青梅主

要出口日本，可这两年外贸企业迟迟拿不到订

单。青梅的收购价从往年的每公斤4元一下子

跌到0.4元。这可怎么得了！

熟透的青梅在枝头摇摇欲坠，酸涩的空气刺

得他们心酸无比。这已经是第三年了，梅农们只

能含着泪举起了斧头，忍痛割爱。

看着一地的断枝残树，吴晓红心尖儿都打

战，他对村书记说：“让大家别砍了，我来买。”

孙勤芳定定地看着他，觉着面前这个人一定

疯了，买这么多柴火做什么？你家的灶锅有多大？

村民也都摇头，谁也不信他。

吴晓红又说：“梅树5块钱一棵卖给我。就

这么种在地上，不要动，我连土地一起租下来。”

没多久，吴晓红和村民们签下了土地承包合

同，把梅树款付给了村民。可他到底要做什么？

谁也看不懂。

吴晓红知道自己是在冒险。之前，他在自家

小院里成功嫁接了一小盆红梅，这是他唯一的底

气。可那是家里的小花盆，要在这么大片的大棵

梅树上搞嫁接，能不能成功，只有天知道。

他开始了高位嫁接试验。他要把红梅嫁接

到这些老青梅树上。红梅的树干直径很细，一般

生长得慢，如果两个能结合，在青梅树上赏红梅，

那这么多的老树又有观赏价值了。

吴晓红喜欢摆弄盆景，自家小院里大大小小

放了不少。有次，他看到有盆红梅开得正好，颜

色像朱砂一般，他突发奇想，剪下一根纸条，嫁接

到一小棵果梅上。到了第二年冬天，竟真的开出

了红梅。吴晓红的心里淌过一阵暖流，大自然中

的生命生生不息，或许这也是梅花独特的生命

力，绝处能逢生。

吴晓红找到了北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有

“梅花泰斗”称号的陈俊愉老先生。陈老先生带

着团队特地来到长兴，认真地听了吴晓红的想

法，考察了梅园。最后团队提出了结论，这嫁接

办法成功率并不高。嫁接都是在砧木顶部进行，

如果嫁接在砧木树冠的顶端，风一吹就会把那个

嫁接上去的芽折断，新苗长不牢。

这也确实难为吴晓红了，从专业角度来讲，

这个想法叫“梅花鲜切技术”，这是世界性的难

题。但这个结论并没有让他放弃，反而是提醒了

他。采访时，他对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说确实存

在问题，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有我的土

办法呀。”

他从桌上拿起了两支笔，向我们比画起来，

“枝头不要嫁接得太边上，也不要太高，用绳子纸

包牢，下面的纸包得丰满一些，顶部不能太丰

满。不要想着让它长长，存活就好。每天悉心照

看，要不断地修剪，这样风就吹不掉了。等到里

面长好了，三年后就长得很好了。这急不得，需

要时间。”

嫁接的试验足足进行了三年。三年里夜以

继日的操劳、等待、煎熬，吴晓红变得沉默寡言，

白发丛生。终于，当3000多棵青梅树上开出一

片片红梅的时候，吴晓红的脸上重新有了笑意，

满园子里响着他嘹亮的声音。

第一批红梅枝条的存活率达到了90％。

来到果园的人们纷纷惊叹。他们面前的

梅花很独特，梅花的树干陈年沧桑，可枝头的

梅花却娇艳鲜嫩，老枝新梅，生命重新绽放，

令人惊喜，更令人振奋。这治愈的梅树仿佛

是一种暗示，一传十，十传百，梅园天天人流

如织。

二

吴晓红至今忘不了年少时在八都岕相伴的

梅花。那是他的精神念想，也是他心底的一口

气。封尘的记忆逐渐清晰。

吴晓红的母亲是新中国第一代乡村女教

师。他跟着母亲去八都岕教书时，只有5岁。

吴晓红的母亲出身大户人家，祖父是个商

人，母亲从小读书受教育。上世纪50年代初期，

母亲作为知识分子被派到了乡村去教书。村里

的条件很简陋，学校就是个破旧的关帝庙，三面

土墙还漏着风。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陌生的山

里安顿了下来，一扎就是十多年。

母亲教书，可吴晓红小学毕业后因为历史

原因没办法继续读书，只能留在村里放牛赚工

分，每天陪在他身边的是一头牛，还有山里的草

木。八都岕所在的小浦镇历来是生长梅树的，

第一次看到大片盛开的梅花绵延十数里，他实

在是惊呆了。他牵着牛在梅花树丛中穿梭，仿佛

自己来到了另一处世界。

母亲爱梅，每到梅花开放时节母亲总是高兴

的。这时节母亲教授的内容总是离不开梅，屋外

梅香扑鼻，教室内咏梅的诗词声琅琅传出，回荡

在梅林间。14岁少年吴晓红的心里有个东西在

拉扯生长，那是一种能触动人心灵的感悟，带给

了他艺术的享受和熏陶。

在吴晓红的记忆里，母亲眉目清秀，就像八

都岕的梅花，凌寒不惧，淡雅从容。从梅农手中

买下这么大批梅树，吴晓红为的就是母亲和他心

底那个悄然生长的东西。

他参加工作后，空下来的时候，就喜欢埋头

在自家小院的花花草草中，摆弄他的盆景。家

里的小院布满了“景点”，有“青松岭”“榆树角”

“省梅苑”“梅花长廊”……假期里就骑个自行车

去三五十里外的山里，有时候能在山上待一天，

找中意的“卜头”，“卜头”在长兴话里是木头的

意思。

有一次，他在山里捡到了一条树根。他带回

家去，把它掉了个头，盆景的造型一弄，一条俯卧

欲飞的龙出来了。拿去参加了全国根艺比赛，评

委们啧啧称奇，那姿态神韵，活灵活现。当时的

中国正是腾飞的时代，寓意美好。又恰逢龙年，

邮政制版部门把它作为龙年的标志，刻印出版了

龙年明信片发行。

吴晓红名声大振。

不久这条龙被某地某公园点名买走，报价

3万元。那时候3万元很值钱。吴晓龙一个月

的工资才 40多块，他一下子成了长兴第一个

万元户。

簇拥在老梅树枝头的花朵，红得像朱砂一

样，吴晓红给嫁接的红梅取了个名字，叫“东方朱

砂”。他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以前叫吴晓虹，现

在红梅开花，他把“虹”改为了“红”。

三

承包了土地后，孙勤芳找到吴晓红，神情有

些为难。吴晓红说：“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说。”

孙勤芳说：“以前大家伙儿指着梅树生活，现在没

有了活计，你看……”“好啊！”话还没说完，吴晓

红一口答应下来，“我这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没有

人比你们更了解这些梅花。”

这些梅农感受到了吴晓红心里的那份自信，

正是这份笃定让他们想要跟着他干一场。吴晓

红嫁接梅花成功，比他更高兴的是这些梅农，他

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可比梅树开花更难的，是卖红梅。

从决定买下梅花开始，吴晓红就在想之后的

出路问题，他想要开辟梅花市场。他把目光对准

了离长兴最近的大城市：上海。

这还是梅花专家陈俊愉老先生的一句话给

了吴晓红思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陈俊愉

就想在上海举办梅花节，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能成功。看到吴晓红满园梅花的时候，陈老又

看到了希望。

2005年冬天，吴晓红到上海跑了一个月。

他找了一家又一家公园的负责人，可每次都是被

当头浇一盆凉水：上海市区公园的建设都是严格

按照规划设计来的，各家公园里都没有设计梅花

的展区，若是要摆放梅花，就要把其他植物换掉，

这涉及土壤调整、给排水设计、场地规划等等，程

序复杂工程量巨大，很难实现。

尽管受了挫折，但吴晓红还是不放弃。“总有

办法的。”吴晓红宽慰着自己。他想到在他背后

目光炽热的梅农们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告诉他，

很多事情光靠讲是没用的，成果才有说服力。

吴晓红想了一个办法，他把带来的梅花中选

择了若干精品留下来，又找到公园的负责人商

量，把这些梅花盆栽放到公园某个空地里搞一个

小型的展览。

“就展览一段时间，展览完了，我撤走。期间

一切管理，我都自理。”

公园负责人同意了。

上海的冬天，寒风簌簌。借着公园里的灯

光，吴晓红领着一些梅农连夜抢工，连续几天，都

干到凌晨一两点。那几个夜晚吴晓红是眼含热

泪的，梅农们头也不抬地干着，在寒风中大汗淋

漓。吴晓红心里暗暗发誓，无论此行赚不赚钱，

他都决不亏待这些梅农兄弟。

从长兴把梅花运到上海，费时费力，还费

钱。吴晓红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且辛辛

苦苦运来的梅花，到底能不能开花，他心里没底，

只能等待。吴晓红留下几个工人守园子，他自己

回到长兴，长兴还有大片的梅园，他不能不管。

两个多月过去了，到了2006年2月，一天清

晨，吴晓红正在长兴的梅园里修枝，电话响了，是

留守在上海的工人打来的，声音很激动：“吴大

哥，世纪公园的梅花开花了！”

吴晓红的脸上笑开了花。

万物萧瑟的隆冬时节，那一片娇艳的梅花格

外引人瞩目，正是寒假和春节前后，世纪公园的

梅花吸引了许多人。得意者看到春风，失意者看

到鼓舞，文人看到诗意，平常人看到吉祥，梅花给

这个寒意袭人的冬季带来了欢欣。之后的2007

年和2008年，吴晓红继续个人出资，把梅花运到

世纪公园展出。连续几年下来，世纪公园因为梅

花出了名。

2009年，浦东新区政府和世纪公园共同出

资规划一个大型的梅园，所需的一万多枝、700

多万元的梅花，都向吴晓红采购。

现在的梅花树已经不是当初5块钱一棵买

下来的“垃圾”，一株普通的梅树卖几百块，品相

优秀的可以卖到30多万元。

当吴晓红把柴火变为宝藏的时候，曾经那些

丢垃圾的人，也开始回来“抢”这些宝贝。

那段时间经常有工人跑来告诉吴晓红，最近

总有村民偷偷跑来剪树枝，把一些好的梅树条都剪

走了，让他赶紧把梅园围起来。吴晓红笑笑，说：“不

用管，让他们剪吧。”工人又不理解了，不知道这个

老板在想什么。吴晓红说：“偷剪的枝条他们拿回

去才能当成宝，送给他们不会那么珍惜的。”工人

问：“他们成功了，抢生意怎么办？”他说：“种梅

花的人越多越好，以后梅花市场才能铺得开。”

附近的村民不知道从哪儿听来这话，直接跑

来让吴晓红带他们种梅花。

这是好事，他也想让梅花撬动一方产业，带

动农民致富。于是吴晓红继续收购青梅树。他

把所有的资金都投了进去，还是不够。看着农民

兄弟们期盼渴望的眼神，他做出了一个让全家人

瞠目结舌的决定——卖房子。

吴晓红的话一出，全家人都急了。原本爱梅

的妻子是支持吴晓红的，可听说要卖房子，她也

不同意，劝丈夫三思。吴晓红的弟弟也火急火燎

跑来劝阻大哥，为了买这些梅林，值吗？

吴晓红固执地摇头：“我想好了。”

吴晓红心里想的是：一、市场上稀有的肯定

有市场。二、这么多农民兄弟都指望着自己呢！

但后面这句话，他没说出来。

吴晓红的梅花基地扩大到了3000多亩。他

还从日本和美国引进了新的梅花品种，像美人

梅、宫粉等等，梅花的品种更丰富了。

红梅市场开始走俏，吴晓红的梅园被称为

“梅花超市”。不久，全国20多个城市的大公园

相继来找他合作。其中不乏著名的赏梅地，像杭

州西溪湿地、超山风景区、南京玄武湖公园……

吴晓红注册了一家公司，叫“东方梅园”，综

合整合长兴的梅花资源，其中一项业务就是收购

长兴梅农手中的零星梅花。对于没有卖梅渠道

的梅农，吴晓红就悉数买过来帮他们代理销售，

在他的带动下，长兴红梅开始连点成片。吴晓红

还成立了工作室，向梅农免费传授嫁接技术、管

理技巧，邀请了周围县里的退休园艺师、高校科

研院所专家不定期在工作室答疑解惑，提升长兴

梅农的种植水平，钻研种梅技术，研发新品种。

“东方梅园”名声日震，已成为长兴梅花的品牌。

那个带人砍梅树的支书孙勤芳如今已是长

兴梅花产业中小有名气的一位，他们一家的梅树

产品，大多通过吴晓红的“东方梅园”销售，仅此

一项全家人年均收入少则十几万元，多的时候超

过20万元。

地方政府做了一个统计，数据很亮眼，整个

长兴县有2.1万多亩红梅，60多个品种，200多万

株，种植梅树的农户有7000多户。每年销往全

国各地的红梅超过了30万株，年产值有3亿元。

梅花成了长兴的“县花”。

吴晓红也收获一系列的荣誉：在获得2016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后，他又获得浙江省首届

新农村建设优秀带头人“金牛奖”。

一片叫好声中，吴晓红不声不响地又开始了

新的探索。吴晓红想，梅花不能只在南方城市鲜

妍，他要让梅花开遍全国。可南北方气候差异大，

实现起来不容易。但是他想，南水可以北调，梅花

也可以南梅北引。不过南方梅花对北方的气候肯

定会有不适应，况且长途运输既增加成本又影响

存活率。是不是可以找个中间的地方过渡一下呢？

吴晓红选了河南省。这个地方处于南北方交

界，还有一点很重要，这里种植着大片杏树。吴晓

红开始试验，把红梅嫁接在杏树上。三年后成功

了，杏梅适应北方的气候，开出了纷繁的梅花。

吴晓红带着技术人员到村里手把手教村民

们如何种植如何管理，养护、修剪枝条，派工人在

那里给他们做技术指导。跟着吴晓红种杏梅的

这几个村子，也一跃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四

遍地花开时节，吴晓红又在想一个让梅花存

在更持久的办法。2012年，他决定做梅花香。

还是陈俊愉老先生的提示，陈老说：“你闻一下，

梅花有一种特别的香气，若是以后我们把梅花香

收存起来该多好啊！”陈老的这句话，触动了吴晓

红敏感的商业神经。

眼下的红梅产业虽如日中天，但还是属于传

统种植业，他需要产业转型，找到可持续发展之

路，他要寻找梅花深加工路线，最大程度提升产

品的附加值。如果“梅花香”能成功进入市场，就

能另开一片梅花产品的新天地，对梅农来说是扛

住了梅花种植产业的风险。

吴晓红开始布局梅花香水产业，但这需要漫

长的时间。做香料，要采大量的鲜花原料，可梅

树那么高，爬上去摘不现实，就算采摘下来也无

法保证质量。

吴晓红想矮化梅树。茶叶以前也是长在高

大的树上，慢慢地适应了人们采摘需求便矮化

了。茶树可以，梅树为什么不行？吴晓红开始了

梅树矮化试验。他每天观察，长出一支长的枝条

就剪掉，不断地修剪。三年之后，第一批矮化梅

树成功了，这又是一项技术的革新。

吴晓红在东方梅园不远处承包了一片地，专

门种植矮化的梅树。之后每年冬天，东方梅园游

人熙熙攘攘赏花的时候，吴晓红带着十多位员

工，在那片人迹不到的矮梅园采摘梅花，从早上

8点到下午4点，一天要采四五百斤花瓣。

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是制香。吴晓红找到

了某香料研究所，请专业的机构来制作香水。他

提出了一个要求，尽可能地忠于梅花本身的香

味。吴晓红送过去的梅花，正好是花瓣张开的时

候，这个时候梅花的花香最好，最适合提取花香。

一吨梅花中才能提炼出一公斤精膏，但这一

公斤精膏可以调一吨的香水。吴晓红计算下来，

平均一斤鲜花能调制一斤香水，一株盛年的梅

树，一年可以采下10斤左右梅花。

第一批制作出来的香氛套装，吴晓红定价

1000元。2012年的时候，北京一家大型公司看

中这种香水套装，一次性买了900多套。梅花香

水旗开得胜。

梅香产品势头正好时，吴晓红却喊了暂停。

他对研制出来的梅香不够满意，他认为香气不够

地道。他连续换了几家做香水的机构，一一尝

试，都没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吴晓红决定自己动

手。几经努力，吴晓红的梅花香水成功了。经过

权威机构以及专家的认定，起名为“中国香”。

又是一年梅花开放时节，来“东方梅园”赏梅

花的人络绎不绝，一辆辆小汽车在园外停放了几

公里，四周的农户们都把自家的小院放开来当停

车场，顺便办起了民宿和农家乐。在那一排车

中，有几台身躯庞大的车子特别引人注目——中

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年都会来这里直播万亩梅

林梅花开放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