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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艺博馆的四朵莲花开得不容易。

当她们开始像人类的小婴儿一样吐泡

泡，休眠了千年的莲子，就这样慢慢被唤醒了。

当然，莲子还要经历沉底，探头抽芽，

幼叶展开，等莲子入泥后，一边向水面发

展荷花，一边水底走鞭、延展根系等等。一

番考验闯关后，最终才能开出花朵。

潘慧敏老师整整用了两年时间，和千

年古莲熟悉、相知，换来今年夏天，艺博馆

这四朵珍贵的宋莲开放。

听说宋莲开花

有人又送来一批千年种子

宋徽宗的花
梁山泊的叶

打照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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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古莲的重生故事

本报记者 章咪佳 通讯员 赵海燕

2021年7月17日中午，我第一次去浙

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以下简称浙大艺博

馆）四楼大天井探访时，种在大盆里的开封

宋莲，正躲在一把大太阳伞底下。

背影优雅如法式少女。但是有一个疑

问：莲花是喜阳植物——“映日荷花别样

红”讲的就是莲花在毫无遮挡、从早到晚全

日照环境下，会开得更热烈。浙大艺博馆

为什么要给这盆宋莲遮阳？

“上周发现莲花染了病，有枯败的趋

势。”潘慧敏老师手里拿着装了药水的喷

壶，正在给每一片莲叶喷药。

仔细看，当时盆里最大的一片叶子和

几片小叶子，都不同程度地缺了一些部分

——长病斑的叶片被潘慧敏剪掉了。

“前段时间杭州是梅雨季节，出了梅，

气温又很高，有些微生物容易在盆里富

集。”潘慧敏查了许多资料、找了荷农，慢慢

摸索出宋莲的病因。用了药以后，宋莲开

始陆续开花。

所以潘老师把养在另一个小盆里的梁

山宋莲，搬到了四楼另外一个天井中培育，

“怕交叉感染。”

刚刚发芽的古莲（本版图片由浙大艺博馆提供）

高温致菌，可能也是当年白莲移栽失败的原因。

浙大艺博馆原址莲塘里的白莲，没能延续后代，

但不妨碍潘慧敏满怀期望地培育开封的古莲子，它

们是“宋二代”。

今年开花的宋莲，种子由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

员石超在2020年夏天赠送给浙大艺博馆。

石超在2017年就得到了30粒宋莲种子。当年，

他托时任灵隐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潘高升，把部分莲

子带给著名荷花专家、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园林技

术科的园林高级工程师钱萍老师培育，莲子被命名为

“古代莲1号”。我们姑且叫它们“宋一代”吧。

2017 年，钱老师种下“古代莲 1 号”，当年就发

芽出叶，但是没有开出花。2018 年夏天，这批宋莲

第一次开花。2019年，在郭庄举办的杭州西湖荷花

展上，“古代莲1号”首次公开亮相。

当年媒体报道说：“人们看到了宋徽宗赏过的莲

花。”许多杭州人都见识过宋莲之风采。

杭州人能自信地讲见过宋徽宗眼里的“宋莲”，

有据可依。

线索一路摸到“北宋”。石超老师的莲子，是古

陶瓷研究学者、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黄清华老师

送的。

连线上正在景德镇的黄老师时，他说，我正坐在

今年盛开的宋莲边上听电话。黄老师的莲花种在水

塘里，“前天（7月21日）刚刚开花！”黄老师用古莲子

培育出的花，长得特别高，每朵至少有一米五六的个

头。

2016年，黄华清朋友的地产项目在开封市东北

边的社区动工。基建的排水系统处于汴梁河的分

支，当工程挖掘到距离当代地表层大约十几米的地

下时，地层里出现了一批古代瓷片和密密麻麻几千

粒黑色的莲子。

经过黄清华等专家的鉴定：瓷片属于宋金时期

北方窑厂制造。躺在边上的古莲子，大约也在千岁

左右，基本可以判断是宋莲。

“莲子喜爱群居，所以发现的时候，它们都集中

在一起。”

莲子的外皮未成熟时，是青绿色的，很韧，可食

用；莲子成熟后就变为棕黑，坚硬致密，从此它能够

隔绝水分和空气，保护莲子在水中、泥中不腐坏。莲

子可以在这层“金钟罩”里深度休眠，千年不死。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经做过测定，古莲

子的寿命在830岁至1250岁之间，是世界上寿命

最长的种子。

浙大艺博馆收到的种子，是钱萍培育的“古代

莲1号”的二代。

用宋代莲子所培育的“宋二代”，是更加特立

独行的——为了保持品种性状，现代许多品种的

莲花，会用种藕作无性繁殖，新一年长成的植株相

当于上一年的“克隆体”，花色、花瓣数量等性状完

全不会变。

如果用莲子培育，属于有性繁殖；开出来的花

朵也是后代，但是在性状上难免有变化，就像你长

得不会和爸爸妈妈完全一样——

所以即便是宋莲的直系后代，浙大艺博馆开

出的花朵，一方面和宋徽宗当年看到的荷花非常

相似，红色，素雅秀美，但另一方面也一定会和宋

画中描述的荷花，在样貌、性格上有差异。比如它

会“掉色”，常常第一天开得最红，第二天就成了白

里透红。

性状不稳定，可能是莲花还处于比较脆弱状

态的缘故。

但是她自有一种节奏，一点都不担心袒露弱

点；这笃定又略显笨拙的姿态，叫人安心。

很可爱的是，她旁边还有一个小盆子——在

开封古莲换盆之前用的小号盆里，长满了莲叶，还

没有开花。

潘慧敏在这里培育的 3 粒古莲种子，是另外

一个品种的宋莲，由温州瓯窑博物馆的胡一皓老

师赠送给浙大艺博馆。

在培育古莲子这件事情上，胡一皓有点受挫。

他是个植物达人，自家的两个院子里，种满了

各种植物，硕果累累。

2017年，胡一皓在媒体上看到杭州有人培养

出宋莲，很心动，多方打听，从朋友那里买来几十粒

宋莲种子，雄心勃勃“想培育出个什么新品种来”。

但当年春天开始，胡一皓反复培育了几次古

莲子，均以失败告终，“不是芽发不出来，就是种子

烂了。”

最成功的一次，四颗莲子都长出了一两片五

厘米左右的叶子。但是一天晚上下了场大雨，等

胡一皓回家一看，“嫩叶子全被打烂了。”那年 7

月，胡一皓封存了剩下的二十几粒古莲子。

2021 年 4 月，看到潘慧敏在给宋莲换盆，露

出两条小小的种藕，胡一皓非常激动，他联系潘

慧敏，询问能不能把自己封存的15粒宋莲种子寄

给她培养。

据胡一皓的朋友说，这批种子有可能来自水

泊梁山景区的宋代古地层，和一百零八将是邻居。

结语

2021 年 7 月 23 日，在台风“烟花”即将到来

前，浙大艺博馆的瞿炼老师去天井里拍了一张宋

莲的照片：莲花已经谢了，莲叶依旧葱郁。

透过天井的玻璃，能远远看到馆内会客厅里，

一尊古代圣人像正面朝着莲花的位置端坐，如此

安然，观照着千年古莲和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们。

来自梁山泊的宋代莲子已经长成了一盆满满莲叶

娇弱的宋莲躲在一把大太阳伞下娇弱的宋莲躲在一把大太阳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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