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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  梅 

 

戈阳青 

 

 
 梅花独自开，不惧冰寒来。 

 若与娇花弱，严冬何艳彩。 

 

 

 

（2014.12） 
 

 

 

戈阳青《咏梅》诗作于 2014年 12月 6 日。2014 年 12 月《浩世微

尘·文学经典月刊》发表。同年收入《戈阳青全集》诗选（欣赏版、阅读

版、文本版）。2016 年收入《古今对阅·梅花》。2018 年发布珍藏版。

2020 年发布明信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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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梅》： 

梅花独自开，不惧冰寒来。 

若与娇花弱，严冬何艳彩。 

 

《咏梅》赏析释文： 

如果是梅花就应该独立地绽放，是梅花就不会惧怕冰寒的到来。如果

与那些娇柔的花一样怯弱，严酷冬天又何来艳丽的色彩呢？ 

 

编者语： 

戈阳青《咏梅》诗作于 2014 年。 

一首咏吟梅花独自绽放不惧冰寒的诗篇！ 

…… 

 

《咏梅》—— 

…… 

诗篇咏吟了 

梅花的独立傲寒： 

梅花独开，不惧冰寒，若为娇花， 

严冬何艳？…… 

…… 

 

如果是梅花就应该独立地绽放，是梅花就不会惧怕冰寒的到来： 

“梅花独自开，不惧冰寒来……” 

…… 

如果与那些娇柔的花一样怯弱，严酷冬天又何来艳丽的色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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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与娇花弱，严冬何艳彩……” 

…… 

 

咏梅兮，却是—— 

“梅花独自开， 

不惧冰寒来。若与娇花弱， 

严冬何艳彩……” 

咏梅矣！ 

…… 

 

注释： 

梅花——又名梅，中华传统名花。 

梅在中国已有 3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书经》云：“若作和羹，尔唯

盐梅。”《礼记·内则》载：“桃诸梅诸卵盐”。《诗经·周南》云：

“缥有梅，其实七兮。”在《秦风·终南》、《陈风·墓门》、《曹

风·鸬鸠》等诗篇中，也提到梅。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开始引种驯化野

梅使之成为家梅。 

梅为小乔木，稀灌木，树皮浅灰色或带绿色。小枝绿色，光滑无毛。

叶片卵形或椭圆形，叶边常具小锐锯齿，灰绿色。花单生或有时 2 朵同生

于 1 芽内，香味浓，先于叶开放。花萼通常红褐色，也有花萼为绿色或绿

紫色。花瓣倒卵形，白色至粉红色。果实近球形，黄色或绿白色。 

观赏梅花的兴起，大致始于汉初。《西京杂记》载：“汉初修上林

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姻脂梅。”这时的梅花品种，当系既观

花又结实的兼用品种，恐属江梅、官粉两型。西汉末年《蜀都赋》云：

“被以樱、梅，树以木兰。”那时梅已作为园林树木用于城市绿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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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至五代十国，是艺梅渐盛时期。宋代则是中国古代艺梅的兴盛时

期。而元明清时，梅花已经广泛于园林和家庭。 

梅花与兰、竹、菊合称为“四君子”，又与松、竹被称为“岁寒三

友”。梅花以其高洁、坚强、独立的品格，给人以坚韧的激励。 

……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

花》（宋·王安石） 

“梅花独自开，不惧冰寒来。若与娇花弱，严冬何艳彩。”——《咏

梅》（戈阳青） 

 

（2023 年 1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