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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东风意，
雨润长空晚景新。
翠竹苍松春鸟啭，
奇花异草晓蜂亲。

观 春
○ 迎春

志趣家规扬礼乐，
心诚世范咏春秋。
崇观历史经纶策，
末是龙岗道德留。

祝 龙 岗
○ 陈景知

家安四野长山坡，
博爱人间妙用多。
巧匠雕龙龙戏水，
艺师刻凤凤欢歌。
垒基可建冲霄厦，
筑坝能拦激浪河。
朴素无华难列贵，
大千变化不离他。

咏 石
○ 彭植振

白色的小花朵犹如满天繁星，散布在田
间地头、低山小坵之上，房前屋后之中，那洁
白的花苞在绿色的花托上，于日暮黄昏默默
地散发出阵阵清香。这就是天香茉莉花开之
时。宋代诗人刘克庄有“一卉能熏一室香，炎
天尤觉玉肌凉”来赞美茉莉花。

茉莉花是外形低矮的常绿小灌木。属于
木樨科茉莉属植物，最高达3米。但是人们
通常把茉莉花作为经济性作物或者观赏性植
物来栽培。每年冬春两季都需要通过修剪，
是提高茉莉花优质高产的重要技术措施。因
此，我们常见的茉莉花树并不高，一般为1米
左右。

茉莉花通常 3 朵花簇拥在一起，但有时
候也会出现一枝独秀或5朵花聚集在一起的
现象。茉莉花的花序长1-1.45厘米，上面有
短柔毛覆盖。苞片微小呈锥形，长4-8毫米，
花梗长 0.3-2 厘米，上面也有柔毛。茉莉花
的花萼无毛或者有稀疏的短柔毛，花的裂片
呈线形，长5-7毫米。茉莉花呈椭圆形或者
广卵形，花有白红两种。常见的以白花为主，
雪白娇嫩，玲珑素洁。茉莉花多在晚间 7-8
时开放，自然吐香可延续十几个小时，花香浓
郁，沁人心脾。曾被誉为“人间第一香”。人
们因此谱写了名曲《茉莉花》来赞颂她。

茉莉花属舶来品。据有关史料考证，西
汉时茉莉花已在福州广泛种植，是中国主产
区。在宋朝时，福州人开始发明出用茉莉花
拌入茶叶，添加香气，明代成功开发出福州茉
莉花茶，历经 1000 多年的制茶历史。明、徐
勃所著《茗谭》曰：“闽人多以茉莉之属，浸水
瀹茶”。

福州作为中国最早种植茉莉花地区之
一。历史上，福州曾有多个茉莉花种植基地，

如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仓山区建新镇、城门
镇和闽侯上街、竹歧等乡镇。特别是仓山区
的南台岛一带，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得天独
厚，是福建种植茉莉花的最佳区域，被称为

“琼花玉岛”。在这个区域内生长出来的茉莉
花朵纯洁饱满，蜜味醇香。用它来窨制出的
茉莉花茶香气浓烈，鲜灵持久，是优质茶，明
清时期成为皇家贡茶。

俗话说：“一方水土种植一方花”茉莉娇
小玲珑，其生长过程不仅需要特殊的地理位
置和气候条件，同时必须具备光、温、水、热等
多方面的自然环境周期相匹配。地处亚热带
海洋性季风气候区的福州正好符合这种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是非常适合优质茉莉花的
生长。其它地方做到这四方面的有机统一，
几乎不可复制。

茉莉花喜温惧寒。温度是茉莉花生长发
育的重要生态因子，而且反应特别敏感。当
气温处于0℃时，尤其是有霜冻天气，地上植
株部分受到伤冻，轻者叶片和树梢幼嫩部分
枯萎，重者，枝条大部分干枝死亡。

茉莉在10℃以下生长缓慢，甚至停止生
长。19℃左右开始萌芽，气温 25℃-30℃为
生 长 最 适 宜 气 温 ，这 时 会 孕 育 花 蕾 ；
32℃-37℃为最宜开花温度，且开放时间早、
花朵均匀、色泽洁白，香气浓郁。当气温升至
40℃以上时，茉莉花瓣开始失水凋萎。

茉莉花喜温怕涝。土壤水分也会影响茉
莉花树根系生长发达。当土壤持水量为
60-80%时，茉莉根系活动较为旺盛。尤其是
在开花季节里，月降水量为100-150毫米时，
空气温度75-80%为宜，这才有利于提高茉莉
花的产量和质量。

在福州，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最为繁忙

热闹，最为香气飘扬。那就是福州茉莉花的
采摘期。福州茉莉花的采摘期每年一般从5
月份开始，10月份花期结束，前后历经半年之
久。其中春夏交替的5-6月份称为“春花”，
夏季 7-8 月份称为“伏花”，9-10 月份称为

“秋花”。各个花期之间的产量也不尽相同。
“春花”占全年产量 15%，“伏花”占 60%，“秋
花”占 25%。茉莉花品质受气温影响较大，

“春花”和“秋花”末期气温较低，花的品质较
差。“伏花”和“秋花”前期时段所处天气好，气
温高，生长的花蕾肥硕饱满，色泽洁白晶莹，
香气浓烈，品质最优，是全年中制作茉莉花茶
的最好原料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
拂神州大地，福州茉莉花迎来了第二次发展
高峰。

“天晴空翠满，五指佛云来，树树奇南结，
家家茉莉开”，这首诗道出当年福州茉莉花开
壮丽景象的真实写照。在一些老福州人的心
中难以忘却。茉莉花确实给福州人带来过滚
滚财源，曾有过“一担茉莉一钱金”的说法。
然而“好花美丽不常开，好景怡人不常在”。
自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
深度放开，这种荣光却渐渐走向命运的低
谷。号称 10 万亩茉莉花面积下降到一度不
足 5000 亩，茉莉花由盛转衰，又陷入一个严
寒的冬天。

历史的星空总会赋予那些具有生命活力
而闪烁着花香的花朵。新千年的第七个年
头，由市政府牵头，花农、茶企和科研部门等
35家单位组成福州茉莉花产业联盟，随后又
成立福州海峡茶业交流协会，大家抱团发展，
上下一心，让福州茉莉花茶再次焕发生机。

如今，每到夏秋两季，行走在闽江两岸，

万亩茉莉花洁白如雪，竞相开放，清香四溢，
成为八闽大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茉莉花是一种典型的气质花。鲜花不开
不香，开了才香，开完了也不香。因此，新鲜
的茉莉花是窨制茶叶最好的原料花。其窨制
原理和过程是鲜花吐香和茶叶吸香。鲜花吐
香是生物化学变化，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分
解散发出芳香的物质；茶坯吸香是一种物理
过程，茶坯在吸香的同时，也吸收水分并发生
复杂的化学变化相应，茶汤颜色会从淡绿色
变为黄亮，滋味醇香，形成茉莉花茶所特有的
色、香、味。其主要特点干茶外形条索紧细匀
整，色泽黑褐油润。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
叶底嫩匀柔软，滋味醇厚鲜爽，香气鲜灵
持久。

茉莉花茶是市场上销量最大的一个花茶
种类。它的生产地在我国南方，消费地却在
我国的东北、华北、西北等地。以北京、天津、
济南等城市销售量为最大。茉莉花茶香气一
直为人们所喜爱，被誉为与可窨花茶的玫瑰、
蔷薇、兰惠等众生之冠。宋代诗人江奎所作

《茉莉》赞曰：“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
一香！”

2014 年 4 月，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
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使茉莉花
和茉莉花茶经济效益水涨船高。现在，福州
茉莉花单位价格从2008年均价14元/公斤上
升到 46 元/公斤，最高价 60 元/公斤，比广西
横县均价26元/公斤，高出20元/公斤。花农
每种一亩茉莉花就有纯收入6000元，茶企每
卖出 1 斤茉莉花茶，茶农就有 65 元的收入。
茉莉花已成为福州农民的一朵致富花。

入夏，茉莉花一批一批挂蕾；一批一批被
人采摘，用来窨茶。然而在三九寒冬的日子
里，茉莉花的根径却深深地挺立于沃土里，不
畏严寒，慢慢地汲取大地精华，积累丰富的营
养等待来年开花结蕾，为人们带来丰收的喜
悦。冬去春来，年复一年，茉莉花一声不响，
依然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散发出美丽的青
春，多彩怡人！

多 彩 的 茉 莉 花
○ 陈其彬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间 郑新润 摄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
代社会，我们常常感到疲
惫和无助。城市的喧嚣、
工作的压力，仿佛无时无
刻不在侵蚀着我们的身
心。此时，让我们踏入上
莲乡樟里村，感受那里的
宁静与安逸，享受一份远
离尘嚣的“慢时光”。

漫步在这个绿意盎
然的小村庄，我们仿佛置
身于一个诗意的画卷。
蜿蜒的小路，两旁是繁花
似锦的花坛和郁郁葱葱
的竹林。微风吹过，带着
泥土的芬芳和青草的气
息，这些大自然的馈赠，
让我们心灵得到了片刻
的宁静。这里没有都市
的喧嚣和繁华，只有大自
然的朴素和真实。错落
有致的老房子，黄墙黛
瓦，历经风霜，诉说着岁
月的故事。它们依山傍
水，与自然和谐共存，展
现出古朴的韵味。

群山的连绵起伏为
这个村庄增添了一抹神
秘色彩。站在山巅俯瞰，
樟里村尽收眼底，小桥流水、曲径通幽，让人心
生向往。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让人陶醉，让人
沉浸于大自然的恩赐之中。这个被时光遗忘
的村庄，宛如一片远离世俗纷争的天堂，沐浴
在阳光与自然之中。鸡鸣犬吠，古树参天，绿
水青山，这里的每一处景致都散发着乡间田野
的诗意与浪漫。

在这个恬静的乡间，生活以其最纯粹的形
式展开。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没有科技的
纷扰，只有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漫步在林间
小路，我们沉醉于这份宁静的美，它使人心灵
深处的疲惫与焦虑瞬间消散。每一丝清新的
空气，都带着大自然的恩赐，让人心旷神怡。
深深地呼吸，仿佛能吸进大自然的精髓，使我
们的心灵得到滋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感受
到生活的本真，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与活力。鸟
儿在枝头欢歌，那是大自然的乐章，为我们带
来愉悦与宁静。在这和谐的自然中，我们感受
到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感受到我们是这个美
丽世界的一部分。

在这个纯粹随性的乡间生活中，我们得以
感受生活的本真，体验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
生。这是一种宁静、纯粹的生活体验，让我们
回归心灵的平静，体验到生活的美好。在这
里，你可以感受到每一寸土地散发出的宁静与
和谐，让你的心灵得到最纯粹的抚慰。漫步在
乡间小路，古树参天，清风拂面，那些深藏于内
心的压力与烦恼，似乎都被这淳朴的大自然一
一化解。

这里，没有复杂的社交，没有紧张的工作，
只有你与大自然的对话。你可以尽情呼吸清
新的空气，品味乡土的气息。那些温暖的阳
光，和煦的微风，都将成为你心灵的良药，帮你
找回内心深处的宁静和本真。

在这个世外桃源，时间仿佛静止，让你有
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你会懂得，在忙碌
的生活中，我们都需要一个可以静下心来，沉
淀思绪的地方。而樟里村，正是这样一个治愈
的秘境，一个让你可以抛却繁华，找回纯粹与
本真的地方。

让我们沉浸在这片乡野的浪漫中，漫漫亦
慢慢，感受每一寸土地、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
的诗意。在这里，我们欣赏了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体验了生活的厚重与深沉。我们拥抱了阳
光，亲吻了清风，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温暖与
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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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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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
春

借着春日晴好天气，刚走了几个城
内的公园，今天想到与三坊七巷相邻，同
样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朱紫坊”走
走，这里已是隔了很久没去的地方。

朱紫坊虽然游离出了三坊七巷，但
与三坊七巷也仅隔着一条“八一七”路。
上个世纪，三坊七巷还没开发前，被南后
街的繁华掩盖了，这里手工制品很出名，
尤其灯饰等，记得当时县里闹元宵搞花
灯展，都是到南后街选购。我在南后街
光是黄巷做字画裱褙就来过好几次。

朱紫坊过去也同样不出名，也因这
一条内河安泰河之故，被安泰楼的名声
涅没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常来这
里，安泰这地方属八一七路中段，南门至
东街口之间，商业也较繁荣。我早期在
公社广播站工作，因有无线电电器修理
技术，经常帮助他人修理电视机、收音机
和音响设备，但需要购买无线电元器件

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和配件，都是
来安泰楼这里选购，这里电子元件品种
最齐全。来安泰楼有时也会到安泰河走
走，印象最深的是河边高大的古榕和其
他古木，几百年、上千年之高龄，遮天蔽
日，炎热天气在此乘乘凉是最佳的选择，
加之河边朱紫坊的大厝，庭院深深，感觉
到这里历史的沧桑。

朱紫坊前期开发时我也曾来到这里
参观，当时就知道参加甲午海战的几位
将领都成长在这里，名人甚多。

今天我从八一七路入口，一路漫游
观赏，只见朱紫坊沿河古屋几乎都是文
物保护单位，从全国到区级的都有，还有
很多古屋尚未整修对外开放。我徐行其
间，有对外开放的厅堂我都进入观赏一
番，拍拍照。我时而也从小巷道深入坊
间，原来许多名人故居还位于这些坊巷

内，令人感叹朱紫坊历史的厚重。
原来朱紫坊一个重要的景点就是芙

蓉园了，此前我对它并不了解。歪打正
着，当天我从小巷道深入坊间，向右行观
看了古代教育府学里等之后，就返回到
花园弄，看到芙蓉园前有一个稍为宽长
的小广场，才注意到这座古屋不凡，显眼
的门边挂有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牌匾和门口竖有一块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的石碑，但大门闭着，仅见双扇大门上
开着一个小洞门。做为全国的文保单
位，让我好奇，就想看个究竟，故独自贸
然跨入门洞。

入内仅见似是一处普通的并未刻意
修饰的古民居，天井与厅堂模样一般，两
边似是还加盖的两排供之办公的场所，
虽不见有人阻拦，我亦不多问，拍了照也
悄然地退出，但心中感到十分的疑惑，我
想也许是一处名人故居吧，但也不见挂

壁上有任何的介绍，颇感失望。
当我原路返回，退至安泰河边，来到

这坐故居前方，红牌匾的“沈绍安漆艺博
物馆”赫然醒目，细看之旁小灯箱上有全
国文保单位芙蓉园的字样。

我进入博物馆，右边墙面即是介绍
沈绍安漆艺博物馆的前言，沈绍安漆器
作品获奖荣誉等。左边是芙蓉园大事
记，主要介绍自宋以来的居之这里的风
云人物。其中有明朝重臣叶向高等十余
位历史名人。当我看到第一位创园者陈
韡时，即吸引了我的 浓厚兴趣，条目上
称：芙蓉园最早称为“芙蓉别馆”，以其第
一位主人，南宋参知政事（副宰相）、侯官
县人陈韡在此遍植芙蓉而得名。

侯官人陈韡，梅邑史书记载，他曾为
我的家乡闽清办了一件大事。南宋时
期，闽清白云山上的白云寺盛极一时，声

名远播，有“第一丛林”之称，闻陈韡曾专
程来此造访。后经陈韡呈奏，宋理宗皇
帝赵昀为白云寺亲笔题写了“白云山”三
个大字，並制成大型御碑立于寺前，使白
云寺大放光采。御碑上刻制精致，纹理
清晰，至今保存完好。而且巨碑非本地
花岗岩材质，考证似为海石之类，除了求
得皇上御书，御碑的制作、运输，在当时
宋代如何完成，至今仍为一大之谜。

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原来芙蓉
园有此辉煌的历史。据说芙蓉园曾被誉
为“福州四大园林之首”，始建于南宋，现
占地3660平方米。如今芙蓉园只能从朱
紫坊安泰河方向进入。但在过去，芙蓉
园是从花园弄正门进入的。所以现在文
物保护的碑牌依然立于正门，但正门现
在也许仅是管理人员处所，显然与园内
景区不至相通。

随后我漫游了一趟芙蓉花园，观赏

其内部结构与环境。只见穿庭过院，别
有洞天。处处曲廊回转，相联呼应。粉
墙黛瓦、花园假山、亭台楼阁、水池雪洞、
古榕垂影，结构精巧，令之惊叹，让人留
连忘返。

见一株荔枝树长于庭院，刺破青天，
据了解是福州少见的晚熟品种糯米糍荔
枝，传为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当年亲手
种植，距今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

2020年，福州市为将古厝活化利用，
择址朱紫坊芙蓉园打造福建省沈绍安漆
艺博物馆。该馆集藏品收藏、博物展览、
学术研究、漆艺推广、科普教育等于一
体，展出了自明朝至近现代的近千件漆
艺精品。漫游朱紫坊，走进芙蓉园，在感
受福州园林文化魅力的同时，又欣赏了
大漆技艺与文化，领略福州作为“中国漆
艺之都”的辉煌与荣耀，深感不虚此行。

朱 紫 坊 与 芙 蓉 园 漫 游 散 记
○ 陈世泽

朱熹（1130-1200），南宋思
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别号
紫阳，晚号晦翁，江西婺源人。
绍兴进士，历官转运副使、秘阁
修撰、宝文阁待制。曾任泉州同
安主簿，漳州知府。为官清廉，
为国为民不论在什么地方，朱熹
到任后，整顿吏治，经常轻车简
从，访贫问苦，体恤民情。对于
那些不合理的赋税，他予以减免
或废除，当地的官吏敬畏他，百
姓爱戴他。

朱熹是宋代以后儒学理家
大师。虽重道轻文，却不排斥文
学。他认为首先要明义理。明
义理之后，文学自然作得出色。
他是颇有文学修养的学者，评论
古今作家利弊颇多中肯。诗文
创作也有一定成就。他学识渊
博，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乐
律以及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
度的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程
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
集理学之大成，世称“程朱学
派”。他讲学过的场所称“考
亭”，故亦称“考亭学派”。他从
事教学五十余年，是封建时代的
教育家，他的学风对后世影响很

大，明清两代被提为儒家学派，世称朱子或朱文公。朱
子著有《四书张举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
注》及后人编撰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
类》等。

朱子约于1174年宋孝宗时来到福建闽清下洋（今东
桥）朱山讲学。从朱山村下马亭左侧一百多米处再往左
拐上山，行百余米至山腰一幽静处，就是朱子祠遗址。
当年，他来到此处，举目北望，见对面群山雾霭缭绕、景
物宜人，欣然提笔，在一巨石上题写了“观云岫”三字，意
思是观看秀美的云和山。此人将此三字摹刻在这块巨
石上。

清道光乙巳年（1845），南坑人林瑞麒在朱子题字处
建朱子祠及奎光阁，为后进肆业所。林瑞麒是清道光年
间举人，他“平生制行不苟，足迹不轻至公门，好排解，有
鲁仲之风”，晚年在家乡以振兴义教为己任（见民国七年
修从闽清县志）朱子祠建有正殿一座，外墙粉红色，内供
朱熹塑像。正殿后方是“奎光阁”，又名“环翠楼”。

奎光阁为全木结构三层六角形阁楼，飞檐画栋，古
色古香，玲珑美观。第一层为书斋，相当于现在的教
室。第二层中厅供文昌帝君塑像，厅四周环绕小房间
（相当于学生宿舍）。第三层供魁星等塑像。奎光阁左
前方立有石碑，上刻建祠碑文。旁有一涧水，清澈纯净，
叮咚有声。

这里四周茂林修竹，四季常青，环境清幽，景致宜
人，是学子们潜心读书的好地方。朱子祠建成后，林瑞
麒聘请名儒在这里教授书经，远近莘莘学子纷至求学，
使朱子祠成为了当时梅北培养人才的摇篮、文化教育的
中心，举人林溥泉、岁贡刘锡英、廪生江镜川等都是他的
学生。东桥后来有名望的十八秀才林贡三、余为年、张
子汉、关香杏、江彦奏、杨景南、马尚德、林孝熙、林廉官、
林宗桂、林清照、江仰通等人皆学自朱子祠。（见民国七
年修《闽清县志》）1918年，闽清县“公立第五区第一民国
学校”校址从下官圳迁至朱子祠，校名改为“观云小
学”。1927年，观云小学又迁回下官圳，从此结束了朱子
祠的学校功能。

朱子祠是东桥镇珍贵的文化古迹，可惜于20世纪60
年代初被拆毁，石门匾和那块刻有碑文的石碑也被当做
普通的石料，用于修建“朱山生产大队”的石廊。正殿门
口上方刻有“朱子祠”三字的石匾现收藏于朱山村村民
朱鸿谈的家中。朱子祠遗址只剩下了一小段残墙和长
满青苔的石墙基，以及那块曾经被沙土掩埋现又重现天
日的刻有“观云岫”三字的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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