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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园是我市的地标性建
筑， 也是我国最具规模的以花
卉为主题的城市公共开放空
间， 百花园整体布局可概括为
“一核、两轴、四相、十二园”。

“十二园” 即根据植物不同花
期， 对应十二花仙形成十二个
主题花卉园， 每个主题花卉园
均配置与自身季节相近的花
卉，让这里形成百花荟萃，百花
盛开的美景， 其中八月为桂花
园。

百花园种植了近千株桂
花， 有黄色的金桂、 橘色的丹
桂、白色的银桂，还有八月桂和
四月桂， 是我市种植桂花最多
的一处公共开发空间， 不少现
在去百花园游玩的市民， 都会
被眼前的“金雪世界”所吸引，

在树下驻足拍照， 欣赏眼前的
美景。 有不少市民反映，今年的
桂花格外的香， 经过有桂花树
的地方，老远就能闻到香味。

“这是因为近几年的桂花

树种植范围比较广， 种植面积
也比较大的原因！ ”市园林绿化
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
河公园、奥运园、天伦广场、平
桥园、行政服务中心、百花园、

中心城区十余条主干道及附属
绿地及街头绿地等区域种植着
大量的桂花树，总计约

1550

株，

其中近
3

年来新栽桂花数量
800

余株，而新栽种的桂花主要
在行政中心和百花城区域。 预
计未来两年还将新栽不少株。

“再加上栽植的桂花树今
年基本上都开花了， 所以才会
处处留香！ ”市园林绿化局的工
作人员说，加之桂花与“贵”同
音，寓意好，市民也都特别喜欢
栽植，加上桂花树虽美，但不娇
气，好养活，天冷也冻不死，所
以桂花在我市随处可见， 庭院
中、小区内、乡间小道上，很少
有地方看不到桂花的身影，那
股沁人心脾的香味自然也如影
随形！

市民与桂花的不解之缘

市区赏桂好去处

古人诗赞桂花：“暗淡轻黄体性
柔，情疏迹远只香留。 何须浅碧轻红
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记者特意为
大家搜罗了申城赏桂花的好去处，

不妨趁着周末或十一黄金周好好去
逛逛吧。

地点
1

：百花园
介绍：百花园种植桂花近千株，

是信阳市目前种植桂花最多的一处
公共开发空间。 拥有金桂、银桂、八
月桂、四季桂和丹桂等多个品种。 目
前，园内桂花已陆续开放，一簇簇小
花挂满技头，点缀在绿叶之间，向游
客们赠送芳香。

线路：乘坐
25

路公交车在百花
园下车即可。

地点
2

：奥林匹克竞技园
介绍：园内有近

300

株桂花树，

种植区域集中，花树旁有小径，花树

带约
10

余米，暗香浮动。 周末，一家
三口相约，或散坐在桂花树旁，或骑
车游小径，十分闲适。

线路： 乘坐
2

路公交车即可到
达。

地点
3

：河公园
介绍： 公园里有约

60

标花树，

主要集中在假山区域， 花已陆续开
放。 在公园玩乐的同时，徜徉于小山
坡幽静的小路上，闻着淡淡的花香，

心情定会舒畅。

线路： 乘坐
2

路公交车在西亚
和美广场下车步行百米左右即到。

地点
4

：天伦广场
介绍： 天伦广场有

220

多株桂
花树，主要分布在茶之韵周围，品种
多样。 夜晚在此锻炼，阵阵清香飘过
来，更增添一份愉悦。

线路：乘坐
25

路公交可到达。

赏花闻香莫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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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桂花飘香。 前一阵子
连绵的秋雨过后，申城许多公园、道
路和小区的桂花树竞相开放， 城市
花香四溢，沁人心脾。 这些花儿将城
市装扮得美丽的同时， 也深受广大市
民喜爱。然而，一些不文明市民的野蛮
采摘，却让它们过早“香消玉殒”。

近日， 记者在城区一些公园采

访发现， 一些市民不顾他人采摘路
边盛开的桂花， 有的长势旺盛的桂
花连树枝一起被摘走。 记者在此呼
吁并提醒广大市民， 一定要文明赏
花，千万别当“采花人”。 同时也希望
有关部门加大巡查力度， 杜绝摘花
现象的发生， 让更多的人享受满城
桂花飘香的宜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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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
世界……” 记者站在王霁初位于商城县城关西
大街往家大门楼的旧居，耳畔似乎又响起了
《八月桂花遍地开》熟悉的旋律，商城人民站
在革命第一线， 不怕牺牲冲上前的英雄形象，也
浮现在了眼前。

王霁初
1929

年参加革命， 从事革命文艺宣
传工作。

1930

年初，参加筹建商城县苏维埃“红日
剧团”，并担任团长，是鄂豫皖苏区优秀的文艺工
作者，也是著名革命历史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

的创作者。

1929

年，共产党领导的豫东南商城起义成功
以后，

12

月
25

日红军又占领了县城，商城县委史
志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那段峥嵘岁月
里，为了发动劳苦大众起来革命，红军便写了不
少革命歌曲到处选唱， 启发老百姓的阶级觉悟，

揭露帝国主义、 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号
召大家起来革命。

1930

年初，河南省商城县苏维埃准备召开第
一次代表大会， 为把代表大会办得热热闹闹的，

很多人就提议编个歌曲唱唱苏维埃，于是就找到
了商城县有名的文艺能人王霁初，他一听说是找
他帮忙搞文艺宣传，编歌曲歌唱苏维埃，二话没
说，把肚子里的歌曲一股脑儿的往外倒，他先唱
了支《淮调》，又唱了支《砍柴调》，然后又接着唱
了支《手扶栏杆》，但是大家觉得这些调子都不是
特别好，最后他唱了支《八段锦》，唱罢大家拍手
叫好， 于是当时县委负责宣传的同志填上了歌
词，交给了王霁初。

因为这首歌的第一句是“八月桂花遍地开”，

所以歌名就叫《八月桂花遍地开》，就这样，鄂豫
皖地区第一支新编的革命民歌就这样产生了，召
开庆祝大会那一天， 大家满怀豪情地唱起来：

“……站在革命的前线，不怕牺牲冲向前，为的是
政权呀啊，为的是政权呀啊……”

优美的旋律，欢快的节奏，通俗的唱法，易懂
的语言，让这支劳苦大众心中的歌，像张开翅膀
的小燕子，从大街飞向小巷，从县城飞向到了山
村，很快传遍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都
会唱了。

１９３１

年夏，原红军三十二师副师长漆德伟等
人，从鄂豫皖调到中央根据地工作，这支歌曲就
由他们带到中央根据地， 很快在那里流传开来。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红四方面军到了四川，酷爱民歌的
王霁初也随军到了四川， 这支歌曲又被带到四
川，不久，《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歌就伴随着红
军的足迹，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

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在鄂豫皖革
命斗争形势极其严峻的时刻，商城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勇敢地

向国民党反动派先后打响了“大荒坡起义”和“商
城起义”的枪声。 “商城起义”的成功更为党创建
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皖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中
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伟大的历
史事件和革命斗争历史，不仅开创了人民的千秋
大业， 而且培育形成了商城崇高特有的革命精
神，这种精神属于伟大的“大别山精神”的一部
分。

而根据商城民歌改编的革命歌曲《八月桂花
遍地开》中唱的“站在革命第一线，不怕牺牲冲
上前” ，正是对商城人民不怕牺牲、关键时刻
勇于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的“大别山精神”

最真实的写照，而这些精神伴着歌声也流传
了一代又一代，鼓舞着更多革命老区的百姓，不
怕苦不怕累的努力拼搏，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自
己的力量！

故事三：妈妈的糖桂花
“整个秋天对我来说，就是母亲的糖桂花

的甜香味儿。 ”家住三里店的任丽女士说道。

金秋八月，桂花开花后，母亲总是能变魔术似
的拎回家一袋香灿灿的桂花。 然后带着她与
弟弟妹妹做糖桂花。

母亲会把米粒大的桂花摊在纸上， 任女
士与弟弟妹妹负责将藏在桂花里的花梗和小

叶片拣出来。 “除去杂质后， 我们的手上
都是淡淡的桂花香，总是将手伸在鼻前一
遍遍闻。

随后，母亲会将桂花放在细密的筛子里，

用流水洗净，然后装在盆里，洒上一点盐，腌
制起来。 两小时后，母亲用洁白的纱布包住腌
好的桂花，用力将涩水挤出。 纱布里的桂花便

干干的了，倒进碗里备用。 之后，母亲会找来
一个玻璃瓶，在瓶里铺一层白糖，再铺一层桂
花，这样重复循环，直到将瓶子装满，再密封
起来。 一周后，等到糖和桂花的香味彻底融合
了，糖桂花也就做成了。 “舀一勺，甜香味能滋
润心田。 ”

每年桂花盛放，满城飘香时，任丽总会想
起小时候香甜的糖桂花，对她来说，那是母亲
的味道。

《八月桂花遍地开》：大别山精神的真实写照

又是一年桂花开 大街小巷闻花香

� � � �百花园中寻桂子，沿河岸边闻花香。每逢农历八月前后，我市的各个角落都充满着桂花的香味，市民在这“金雪世界”里，不仅可以寻幽探胜，还可

以收集散落的桂花做成香甜可口的糕点。桂花除观赏外，还有经济价值，金桂、银桂香气浓郁，是加工调味品的天然原料，把腌制过的桂花和白糖拌在

一起，即成了常见的糖桂花，而早在《汉书礼乐至》中就有“尊桂酒，宾八乡”的记载了，除了这些桂花的共性外，我市的商场县还是《八月桂花遍地开》

歌曲的发源地，那么在这支歌曲背后又有怎么样的故事？ 桂花为什么在我市这么受欢迎？ 市民与桂花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不解之缘呢？ 本报记者在

此将向您娓娓道来。

故事一：家在哪儿，桂花树就要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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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西村二组陈登志老人的家门口，有
一颗近

10

米高的大桂花树，与市区多数开着
白色或黄色花的桂花树不同的是， 这棵树开
的是橙红色的花， 是桂花中的稀有品种———

丹桂。 每年花开时节，总有许多人过来赏花拍
照留念。

77

岁的陈登志老人告诉记者， 这棵桂花
树是他在

1986

年种下的，至今已经陪伴他
28

年之久。 说起这棵老桂花树，陈登志老人显然
非常的激动。 老人说，他一直非常喜爱桂花，

1986

年请农科所熟悉的园艺师帮自己嫁接了
一棵。 “最初并不知道朋友帮忙嫁接的这棵桂
花树是稀有品种丹桂，等后来开花了，才发现
是橙红色的花，太与众不同了。 ”老人回忆说
道。

2004

年左右， 陈登志老人一家从原来的
琵琶路附近搬到了现在的平西村二组， 老屋
有些东西扔掉了， 但这棵桂花树却始终没舍得
丢。 当时的树已经长了几米高，为了成功给桂花
树搬家，老人可没少动脑筋。 后来，花钱雇了

一辆拖拉机，这才小心翼翼地将花树挪走。

老人告诉记者， 桂花树刚移植过来的前
两年，为了怕桂花树死掉，他跟老伴儿两人每
天都要细细看着花树，生怕花树缺水了，生虫
了。 令人欣慰的是，桂花树顽强地活了，而且
长势比以前愈加旺盛。

如今，每年花开，香气四溢，附近的邻居
都会过来欣赏， 有时还会向陈登志老人讨几
支花枝回去养。 近

30

年的朝夕相处，陈登志
老人已与这棵桂花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老
人说，家在哪儿，这棵桂花树就要在哪儿。 有
了这棵桂花树，家对他来说才是圆满的。

故事二：父亲卖桂花树供孩子上学
每年桂花飘香时， 家住五星路的曾先生

总会到离家不远处的一棵大桂花树下走几
圈，闻花香、忆往事。 曾先生说，这棵枝叶繁茂
的桂花树原本属于他家，

30

多年前， 因为贫
穷，迫不得已，花树搬离了他家院子。

曾先生说， 这棵桂花树比他的年龄都要
大，是父亲在他没出生前种的。 小时候，他与
弟弟妹妹们亲手给桂花树砌了一个大大的花
台儿。 每年秋天，桂花开放，整个院子都沉醉
在花香中。 “那是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曾先生

说道。 然而，后来的一些变故，却让曾先生的
父亲不得不忍痛卖树。

1978

年底，曾先生与弟弟妹妹都在上学，

他的母亲又生病住院，家里欠外债达
100

多
元，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
霜。 正在一家人愁眉不展之时，一个人来
到了他家，看上了这棵桂花树，表示要出
钱买树。 但是，朝夕相处的感情让一家人
没有一个舍得卖的。 但是后来，父亲咬咬牙，

忍痛卖了树，换来了
200

元钱，给母亲治病，

给他们上学。

5

年后，一次偶然，曾先生再次找到了这
棵桂花树。 此时，这棵树的枝叶更加的繁茂，

树干也很粗壮。 “挺欣慰的，感觉它又找到了
能开花的地方，找到了归宿。 ”

曾先生说，当初父亲无奈卖了桂花树，直
到临终前还在惦念着这棵自己亲手种下的桂
花树，并交代曾先生等人，如果以后所住房子
有院子，一定要再栽一棵桂花树。

如今， 已经年过半百的曾先生时常会去
看看那棵老桂花树。 在他心目中，无论这棵桂
花树种在哪里，都是他的牵挂。

攻略

提醒
桂花香飘申城的每个角落

奥林匹克竞技园里，奶奶带着小文赏桂花

陈登志老人向记者讲述自己与桂花的故事

市区赏桂好去处

古人诗赞桂花：“暗淡轻黄体性
柔，情疏迹远只香留。 何须浅碧轻红
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记者特意为
大家搜罗了申城赏桂花的好去处，

不妨趁着周末或十一黄金周好好去
逛逛吧。

地点
1

：百花园
介绍：百花园种植桂花近千株，

是信阳市目前种植桂花最多的一处
公共开发空间。 拥有金桂、银桂、八
月桂、四季桂和丹桂等多个品种。 目
前，园内桂花已陆续开放，一簇簇小
花挂满技头，点缀在绿叶之间，向游
客们赠送芳香。

线路：乘坐
25

路公交车在百花
园下车即可。

地点
2

：奥林匹克竞技园
介绍：园内有近

300

株桂花树，

种植区域集中，花树旁有小径，花树

带约
10

余米，暗香浮动。 周末，一家
三口相约，或散坐在桂花树旁，或骑
车游小径，十分闲适。

线路： 乘坐
2

路公交车即可到
达。

地点
3

：河公园
介绍： 公园里有约

60

标花树，

主要集中在假山区域， 花已陆续开
放。 在公园玩乐的同时，徜徉于小山
坡幽静的小路上，闻着淡淡的花香，

心情定会舒畅。

线路： 乘坐
2

路公交车在西亚
和美广场下车步行百米左右即到。

地点
4

：天伦广场
介绍： 天伦广场有

220

多株桂
花树，主要分布在茶之韵周围，品种
多样。 夜晚在此锻炼，阵阵清香飘过
来，更增添一份愉悦。

线路：乘坐
25

路公交可到达。

赏花闻香莫折枝

� � � �

金秋九月，桂花飘香。 前一阵子
连绵的秋雨过后，申城许多公园、道
路和小区的桂花树竞相开放， 城市
花香四溢，沁人心脾。 这些花儿将城
市装扮得美丽的同时， 也深受广大市
民喜爱。然而，一些不文明市民的野蛮
采摘，却让它们过早“香消玉殒”。

近日， 记者在城区一些公园采

访发现， 一些市民不顾他人采摘路
边盛开的桂花， 有的长势旺盛的桂
花连树枝一起被摘走。 记者在此呼
吁并提醒广大市民， 一定要文明赏
花，千万别当“采花人”。 同时也希望
有关部门加大巡查力度， 杜绝摘花
现象的发生， 让更多的人享受满城
桂花飘香的宜居环境。

故事三：妈妈的糖桂花
“整个秋天对我来说，就是母亲的糖桂花

的甜香味儿。 ”家住三里店的任丽女士说道。

金秋八月，桂花开花后，母亲总是能变魔术似
的拎回家一袋香灿灿的桂花。 然后带着她与
弟弟妹妹做糖桂花。

母亲会把米粒大的桂花摊在纸上， 任女
士与弟弟妹妹负责将藏在桂花里的花梗和小

叶片拣出来。 “除去杂质后， 我们的手上
都是淡淡的桂花香，总是将手伸在鼻前一
遍遍闻。

随后，母亲会将桂花放在细密的筛子里，

用流水洗净，然后装在盆里，洒上一点盐，腌
制起来。 两小时后，母亲用洁白的纱布包住腌
好的桂花，用力将涩水挤出。 纱布里的桂花便

干干的了，倒进碗里备用。 之后，母亲会找来
一个玻璃瓶，在瓶里铺一层白糖，再铺一层桂
花，这样重复循环，直到将瓶子装满，再密封
起来。 一周后，等到糖和桂花的香味彻底融合
了，糖桂花也就做成了。 “舀一勺，甜香味能滋
润心田。 ”

每年桂花盛放，满城飘香时，任丽总会想
起小时候香甜的糖桂花，对她来说，那是母亲
的味道。

故事一：家在哪儿，桂花树就要在哪儿
� � � �

在平西村二组陈登志老人的家门口，有
一颗近

10

米高的大桂花树，与市区多数开着
白色或黄色花的桂花树不同的是， 这棵树开
的是橙红色的花， 是桂花中的稀有品种———

丹桂。 每年花开时节，总有许多人过来赏花拍
照留念。

77

岁的陈登志老人告诉记者， 这棵桂花
树是他在

1986

年种下的，至今已经陪伴他
28

年之久。 说起这棵老桂花树，陈登志老人显然
非常的激动。 老人说，他一直非常喜爱桂花，

1986

年请农科所熟悉的园艺师帮自己嫁接了
一棵。 “最初并不知道朋友帮忙嫁接的这棵桂
花树是稀有品种丹桂，等后来开花了，才发现
是橙红色的花，太与众不同了。 ”老人回忆说
道。

2004

年左右， 陈登志老人一家从原来的
琵琶路附近搬到了现在的平西村二组， 老屋
有些东西扔掉了， 但这棵桂花树却始终没舍得
丢。 当时的树已经长了几米高，为了成功给桂花
树搬家，老人可没少动脑筋。 后来，花钱雇了

一辆拖拉机，这才小心翼翼地将花树挪走。

老人告诉记者， 桂花树刚移植过来的前
两年，为了怕桂花树死掉，他跟老伴儿两人每
天都要细细看着花树，生怕花树缺水了，生虫
了。 令人欣慰的是，桂花树顽强地活了，而且
长势比以前愈加旺盛。

如今，每年花开，香气四溢，附近的邻居
都会过来欣赏， 有时还会向陈登志老人讨几
支花枝回去养。 近

30

年的朝夕相处，陈登志
老人已与这棵桂花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老
人说，家在哪儿，这棵桂花树就要在哪儿。 有
了这棵桂花树，家对他来说才是圆满的。

故事二：父亲卖桂花树供孩子上学
每年桂花飘香时， 家住五星路的曾先生

总会到离家不远处的一棵大桂花树下走几
圈，闻花香、忆往事。 曾先生说，这棵枝叶繁茂
的桂花树原本属于他家，

30

多年前， 因为贫
穷，迫不得已，花树搬离了他家院子。

曾先生说， 这棵桂花树比他的年龄都要
大，是父亲在他没出生前种的。 小时候，他与
弟弟妹妹们亲手给桂花树砌了一个大大的花
台儿。 每年秋天，桂花开放，整个院子都沉醉
在花香中。 “那是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曾先生

说道。 然而，后来的一些变故，却让曾先生的
父亲不得不忍痛卖树。

1978

年底，曾先生与弟弟妹妹都在上学，

他的母亲又生病住院，家里欠外债达
100

多
元，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
霜。 正在一家人愁眉不展之时，一个人来
到了他家，看上了这棵桂花树，表示要出
钱买树。 但是，朝夕相处的感情让一家人
没有一个舍得卖的。 但是后来，父亲咬咬牙，

忍痛卖了树，换来了
200

元钱，给母亲治病，

给他们上学。

5

年后，一次偶然，曾先生再次找到了这
棵桂花树。 此时，这棵树的枝叶更加的繁茂，

树干也很粗壮。 “挺欣慰的，感觉它又找到了
能开花的地方，找到了归宿。 ”

曾先生说，当初父亲无奈卖了桂花树，直
到临终前还在惦念着这棵自己亲手种下的桂
花树，并交代曾先生等人，如果以后所住房子
有院子，一定要再栽一棵桂花树。

如今， 已经年过半百的曾先生时常会去
看看那棵老桂花树。 在他心目中，无论这棵桂
花树种在哪里，都是他的牵挂。

攻略
市区赏桂好去处

古人诗赞桂花：“暗淡轻黄体性
柔，情疏迹远只香留。 何须浅碧轻红
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记者特意为
大家搜罗了申城赏桂花的好去处，

不妨趁着周末或十一黄金周好好去
逛逛吧。

地点
1

：百花园
介绍：百花园种植桂花近千株，

是信阳市目前种植桂花最多的一处
公共开发空间。 拥有金桂、银桂、八
月桂、四季桂和丹桂等多个品种。 目
前，园内桂花已陆续开放，一簇簇小
花挂满技头，点缀在绿叶之间，向游
客们赠送芳香。

线路：乘坐
25

路公交车在百花
园下车即可。

地点
2

：奥林匹克竞技园
介绍：园内有近

300

株桂花树，

种植区域集中，花树旁有小径，花树

带约
10

余米，暗香浮动。 周末，一家
三口相约，或散坐在桂花树旁，或骑
车游小径，十分闲适。

线路： 乘坐
2

路公交车即可到
达。

地点
3

：河公园
介绍： 公园里有约

60

标花树，

主要集中在假山区域， 花已陆续开
放。 在公园玩乐的同时，徜徉于小山
坡幽静的小路上，闻着淡淡的花香，

心情定会舒畅。

线路： 乘坐
2

路公交车在西亚
和美广场下车步行百米左右即到。

地点
4

：天伦广场
介绍： 天伦广场有

220

多株桂
花树，主要分布在茶之韵周围，品种
多样。 夜晚在此锻炼，阵阵清香飘过
来，更增添一份愉悦。

线路：乘坐
25

路公交可到达。

赏花闻香莫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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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桂花飘香。 前一阵子
连绵的秋雨过后，申城许多公园、道
路和小区的桂花树竞相开放， 城市
花香四溢，沁人心脾。 这些花儿将城
市装扮得美丽的同时， 也深受广大市
民喜爱。然而，一些不文明市民的野蛮
采摘，却让它们过早“香消玉殒”。

近日， 记者在城区一些公园采

访发现， 一些市民不顾他人采摘路
边盛开的桂花， 有的长势旺盛的桂
花连树枝一起被摘走。 记者在此呼
吁并提醒广大市民， 一定要文明赏
花，千万别当“采花人”。 同时也希望
有关部门加大巡查力度， 杜绝摘花
现象的发生， 让更多的人享受满城
桂花飘香的宜居环境。

故事三：妈妈的糖桂花
“整个秋天对我来说，就是母亲的糖桂花

的甜香味儿。 ”家住三里店的任丽女士说道。

金秋八月，桂花开花后，母亲总是能变魔术似
的拎回家一袋香灿灿的桂花。 然后带着她与
弟弟妹妹做糖桂花。

母亲会把米粒大的桂花摊在纸上， 任女
士与弟弟妹妹负责将藏在桂花里的花梗和小

叶片拣出来。 “除去杂质后， 我们的手上
都是淡淡的桂花香，总是将手伸在鼻前一
遍遍闻。

随后，母亲会将桂花放在细密的筛子里，

用流水洗净，然后装在盆里，洒上一点盐，腌
制起来。 两小时后，母亲用洁白的纱布包住腌
好的桂花，用力将涩水挤出。 纱布里的桂花便

干干的了，倒进碗里备用。 之后，母亲会找来
一个玻璃瓶，在瓶里铺一层白糖，再铺一层桂
花，这样重复循环，直到将瓶子装满，再密封
起来。 一周后，等到糖和桂花的香味彻底融合
了，糖桂花也就做成了。 “舀一勺，甜香味能滋
润心田。 ”

每年桂花盛放，满城飘香时，任丽总会想
起小时候香甜的糖桂花，对她来说，那是母亲
的味道。

故事一：家在哪儿，桂花树就要在哪儿
� � � �

在平西村二组陈登志老人的家门口，有
一颗近

10

米高的大桂花树，与市区多数开着
白色或黄色花的桂花树不同的是， 这棵树开
的是橙红色的花， 是桂花中的稀有品种———

丹桂。 每年花开时节，总有许多人过来赏花拍
照留念。

77

岁的陈登志老人告诉记者， 这棵桂花
树是他在

1986

年种下的，至今已经陪伴他
28

年之久。 说起这棵老桂花树，陈登志老人显然
非常的激动。 老人说，他一直非常喜爱桂花，

1986

年请农科所熟悉的园艺师帮自己嫁接了
一棵。 “最初并不知道朋友帮忙嫁接的这棵桂
花树是稀有品种丹桂，等后来开花了，才发现
是橙红色的花，太与众不同了。 ”老人回忆说
道。

2004

年左右， 陈登志老人一家从原来的
琵琶路附近搬到了现在的平西村二组， 老屋
有些东西扔掉了， 但这棵桂花树却始终没舍得
丢。 当时的树已经长了几米高，为了成功给桂花
树搬家，老人可没少动脑筋。 后来，花钱雇了

一辆拖拉机，这才小心翼翼地将花树挪走。

老人告诉记者， 桂花树刚移植过来的前
两年，为了怕桂花树死掉，他跟老伴儿两人每
天都要细细看着花树，生怕花树缺水了，生虫
了。 令人欣慰的是，桂花树顽强地活了，而且
长势比以前愈加旺盛。

如今，每年花开，香气四溢，附近的邻居
都会过来欣赏， 有时还会向陈登志老人讨几
支花枝回去养。 近

30

年的朝夕相处，陈登志
老人已与这棵桂花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老
人说，家在哪儿，这棵桂花树就要在哪儿。 有
了这棵桂花树，家对他来说才是圆满的。

故事二：父亲卖桂花树供孩子上学
每年桂花飘香时， 家住五星路的曾先生

总会到离家不远处的一棵大桂花树下走几
圈，闻花香、忆往事。 曾先生说，这棵枝叶繁茂
的桂花树原本属于他家，

30

多年前， 因为贫
穷，迫不得已，花树搬离了他家院子。

曾先生说， 这棵桂花树比他的年龄都要
大，是父亲在他没出生前种的。 小时候，他与
弟弟妹妹们亲手给桂花树砌了一个大大的花
台儿。 每年秋天，桂花开放，整个院子都沉醉
在花香中。 “那是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曾先生

说道。 然而，后来的一些变故，却让曾先生的
父亲不得不忍痛卖树。

1978

年底，曾先生与弟弟妹妹都在上学，

他的母亲又生病住院，家里欠外债达
100

多
元，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
霜。 正在一家人愁眉不展之时，一个人来
到了他家，看上了这棵桂花树，表示要出
钱买树。 但是，朝夕相处的感情让一家人
没有一个舍得卖的。 但是后来，父亲咬咬牙，

忍痛卖了树，换来了
200

元钱，给母亲治病，

给他们上学。

5

年后，一次偶然，曾先生再次找到了这
棵桂花树。 此时，这棵树的枝叶更加的繁茂，

树干也很粗壮。 “挺欣慰的，感觉它又找到了
能开花的地方，找到了归宿。 ”

曾先生说，当初父亲无奈卖了桂花树，直
到临终前还在惦念着这棵自己亲手种下的桂
花树，并交代曾先生等人，如果以后所住房子
有院子，一定要再栽一棵桂花树。

如今， 已经年过半百的曾先生时常会去
看看那棵老桂花树。 在他心目中，无论这棵桂
花树种在哪里，都是他的牵挂。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