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画笔在香蕉上画图案

能看 能吃 喻示奋斗着的人们
姐妹花记者带你去一探绿植“谐音梗”究竟

融媒记者 胡莹璐 王玙峥

■记者手记

有人养香蕉来拒绝“蕉绿”；有人养

黑凤梨隐喻“喜欢你”；有人养油菜花去

期待“有财发”⋯⋯在快节奏压力大的生

活中，这些“谐音梗”满满的小众绿植之

所以能得市民的青睐，是因为其含义本

身具有的趣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在奋斗路上奔跑的人们，总是需要一

些能战胜焦虑、远离压力的积极暗示来

给自己加油打气。

或许有人觉得硬是给这些花草瓜果

安上一个所谓减压名头，无非是营销手

段。但换个角度看，不如说这是一种笑

看人生的积极态度。就如同柿柿如意、

好事花生、百事可乐等不少美好“谐音

梗”频繁出现于餐饮圈子；每逢中国传统

佳节，家中长辈会备上一束有美好寓意

的富贵竹、冬青等绿植来增添喜庆氛围；

抑或是考试前要吃粽子实现一举“糕

粽”等⋯⋯养“蕉绿”看似无厘头，但和上

述内容异曲同工，也不失为一种生活仪

式感。这背后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份美

好期许罢了。

绿植“谐音梗”的
背后是美好期许

办 公
室里种花
草 、养 鱼

是许多市民在工作之
余常见的放松方式。
最近，一种热带水果
开始闯入绿植圈，大
家开始流行在工位养
香蕉，主打一个能看、
能 吃 还 能 拒 绝“ 蕉
绿”。这种所谓观赏
价值、食用价值、情绪
价值皆具备的神器水
果绿植到底是怎么回
事呢？4 月 29 日，姐
妹花记者通过走访市
民、商铺和心理专家，
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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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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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江南街道金胜路的一家水

果店，叠放在橱窗里写着“禁止蕉虑”的

几只箱子尤为显眼。此外，在箱子黄绿

配色的新潮包装上，还印着“天之蕉子”

等字样。

“大概从 4 月中旬开始，这款具有

观赏性的水培香蕉开始火起来，一开始

是线上直播售卖较多，前不久在水果批

发市场上推出了类似的箱装产品，所以

我们店也开始售卖了。”店主张志强介

绍，箱子里有一串绿色的带杆芭蕉，还

配有一张“禁止蕉绿”卡片，香蕉一般会

在 3~7 天慢慢由绿变黄。为了确保顾

客能见证香蕉由绿变黄的变化，店里一

般接预定单。48 元一箱的亲民定价也

让这款小众水果绿植颇受市民欢迎，平

均每天能售出10余箱。

张志强说，不少顾客反馈，养香蕉

和养花的幸福感截然不同。养花是静

待花开，花香自来，但鲜花所呈现的是

花朵渐渐残败的过程，养香蕉则可以静

待蕉黄，香甜自来，带来的是丰收的期

待感和喜悦感。而且这种未经催熟的

香蕉，让人感觉食用起来也更健康。

突然流行起来的水培香蕉到底是

何时闯入景观绿植赛道的呢？作为我

市一位酷爱使用小众花材的花艺师，施

瑞给出了答案。

“其实，香蕉在两年前就已作为小

众花材，用于插花艺术，但当时的价格

比较高，花材市场上单支带花香蕉的

价格在 200 元左右，花店内做好造型

再配上花瓶，就得五六百元了。”施瑞

表示，随着此种花材趋向大众化，水果

市场或线上基地的价格具备亲民优

势，且大众对水培香蕉的需求也已经

从以前的审美需要更多地转向了情绪

寄托。因此，他们花店里已不再售卖

此款产品。

“水培香蕉其实就是利用了谐音

梗，‘蕉绿’到‘蕉黄’的一个变化也是在

言语上让大家产生精神寄托，从而给到

自己心理安慰。”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

长、国家级心理咨询师应美艳说，在当

下快节奏、高强度的生活中，压力成为

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焦虑也随之产

生，如何缓解焦虑成为当下社会的热门

话题。

应美艳表示，每个人对压力的感知

程度及承受能力不同，因此养绿植这一

行为对每个人的作用效果也不相同。

在网络上，不少网友认为，“禁止蕉

绿”的水培香蕉、“动感光菠”的水培菠

萝、“放青松”的桌面绿植，人们用语言

赋予这类蔬果绿植美好的寓意，并通过

购买和养护的方式进行解压。这类行

为融入日常的生活中，满足了人们希望

放松心情的诉求，也为心中的焦虑情绪

提供“缓冲带”，从而在收获成熟中享受

生活的“小确幸”。

“虽然购买水培香蕉是一种缓解

压力的方式，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将

希望寄托在香蕉的生长变化上，而是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缓解出口。”应美艳

告诉记者，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认知

以及外界行为干预的方式来调节压

力。在生活中可以通过多倾诉、多运

动，将焦虑和压力释放给外界，减少内

心郁闷堆积。

减压最重要的是要学着让自己的

内心做到自洽。“我们常说‘减少压力做

不到，适应压力最重要’。‘做’与‘不做’

都是行为方式，各人有各自的选择，但

真正适应接受压力才是最重要的，也是

最困难的。”应美艳说。

市民小吕是个“00”后，偶然发现

最近这种能在工位水培的芭蕉鲜切在

网络上很火爆。爱赶潮流的她也忍不

住下单了，一口气便购买了两串，一串

放在家里，一串则放在办公室。

“只要放在水瓶里，也不怎么需要

打理，对于我这种懒人很适配。那几

天，我来上班都满怀期待，想看看香蕉

熟了没。同事们看到了也觉得新奇，都

纷纷过来认领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小

吕介绍，大概过了一周，香蕉基本都熟

了，和同事们一起分享还吃不完，口味

其实和水果店售卖的差不多。

“禁止‘蕉绿’其实就是一个寓意，

每个人工作、生活中的烦恼都在所难

免，但香蕉水培过程确实能帮助营造轻

松愉悦的办公氛围。”小吕说。

如果说工位香蕉是上班族最好的

打工“布洛芬”，那对于市民应菲菲来

说，家里养香蕉则是增进亲子关系的法

宝。一走进应菲菲的家，只见一大串画

满鲜艳图案、写着姓名的香蕉就摆在客

厅的茶几上。

“前几天，我觉得好玩就从网上买

了一串，放在客厅养了两天。昨天下班

回来，我突然发现每根香蕉上都画满了

图案。”应菲菲说，自己的小女儿很喜欢

画画，不仅拿着丙烯画笔在香蕉上画了

太阳、红包、草莓、花朵等图案，还分配

好了每根香蕉的所有权。

“这根是妈妈的、这根是爸爸的、这

根是爷爷的⋯⋯我姐姐住校，等她周末

回来，香蕉就能吃啦！”看到记者来，她的

小女儿兴奋地介绍起来。应菲菲说，买

香蕉来养，本就图个新鲜好玩，因此给家

里增添的亲子乐趣，着实是意外之喜。

工位种水果 家里养香蕉 情绪价值拉满

从小众花材到网红绿植 商机转变的背后是需求

正确找到情绪的宣泄口 养蕉效果或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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