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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荔园，位于粤西高州市的根
子镇柏桥岭腰村，是国内关注度颇
高的古树荔枝园。早在唐朝就被高
力士关注，所产荔枝远送长安成为
贡品。

荔枝在唐朝成为贡品，产地争
议颇多，众说纷纭。但高力士是高
州人，由他开头开通岭南荔枝进贡
朝廷的“绿色通道”，倒也合情合
理。他应该是第一个向皇上推介家
乡荔枝的人。据说高力士便是从这
里选了最好的荔枝用竹筒装上并腊
封好，然后换马不换人，快马加鞭送
到长安。有诗为证，清乾隆体仁阁
大学士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写下了

《岭南荔枝词》：“新歌初谱荔枝香，
岂独贵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
最将风味念家乡。”

来到根子古荔园，首先要看的
不是荔枝树，而是要看入口的两株
古菠萝蜜树。村民说那不是普通的
菠萝蜜树，是用来拴长安来的驿马
的，高力士派来运荔枝的驿马就拴
在这两株古菠萝蜜树上。这两株古
菠萝蜜树每年都硕果累累，似乎要
证明比荔枝产量还高，要尽力吸引
游客的眼光。

其实古荔园面积不大，约80亩，
却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历史最悠
久、保存最完好、老荔枝树最多、品
种最齐全的古荔枝园之一。这些古
树历经沧桑，大部分树头中空洞开，
树皮虽薄仍撑开主干上下连接，并
且多数会从树根发新芽，母树与新
发芽的子树抱成一团，共同生长。

全球已知的荔枝品种有 200 多
个，仅根子古荔园就有近十个，如妃
子笑、白糖罂、中华红、白蜡、黑叶、
桂味、糯米糍、进奉等。

这里的古荔枝树有 90 株，平均
树龄 370 年，其中最长树龄有 1300
多年。加上用来拴马的那两株古菠
萝蜜树就有92株古树。这92株古树
是镇园之宝。每一株古树都是一把
巨型绿伞，下面静卧着一块巨石，刻
着树名、品种、年纪，中英文都有。
园中还有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从入
口分叉延伸到荔枝林的深处，然后

又在园中交汇。这些石板凹凸不平，
缺边少角，踩上去，仿佛能听见唐朝
的马蹄声。

从古荔园入口往里走不远就见
到“荔王”了。“荔王”是白糖罂品种，
虽然树龄不算最长只有800年左右，
但树身开杈均匀，枝杆雄健有力，树
冠饱满有气度，身上的绿叶团簇飘
飘，就像王者身穿披风叉腰而立，顶
天立地，确有王者气象。

“荔王”旁边有一株被命名为
“虚怀若谷”的古荔枝树，也有800年
的树龄。树的头部中间已空了差不
多一半，未空部分的树皮顽强生长
扭曲成疙瘩，突起结痂，形状虽然粗
糙，但呈现出久经风雨、雷打火烧过
后的自信和成熟。

“廿四担”也在“荔王”旁边站
岗。“廿四担”是树龄最长的几株古
树之一，已有1300年的高龄，树头很
大，但已经腐蚀，从腐蚀的头部边沿
伸出几支苍劲有力的树根深入泥
土，犹如龙爪抓地般扎根大地。据
说挂果很多可装满廿四担，故因此
而得名。

“虚怀若谷”“廿四担”都是白糖
罂品种。

走到古荔园的中间位置，就可以
看到主角“天女散花”了。“天女散花”
也是白糖罂品种，树龄500年光景，从
树根开始就斜着身子向上生长，一边
向上生长一边扭动腰肢，伸出的枝丫
舒展如仙女的舞裙，丰收时节红果累
累，又如天女散花。

总之，每一株古树都因其独特
的形态被荔农冠以昵称。譬如，一
株从人头高的位置向三百六十度伸
出枝丫的，被称为“千手观音”；一株
树形似人贸然回头的，被叫“力士回
首”；一株树头被雷电咬了一口留下
一 个 大 洞 的 ，被 称 为“ 别 有 洞
天”……果农起名字，颇有想象力。

古荔园所在的柏桥村，家家户
户种荔枝，被誉为“大唐荔乡”。据
传，当地种植荔枝始于隋朝。在唐
朝，这里的荔枝成为贡品，因此，根
子古荔园的灵魂属于唐朝，从此，

“大唐荔乡”声名远播。古荔园旁边

有个古荔园广场，里面有高力士、杨
贵妃的立像。来到古荔园，你会觉
得，风是从唐朝吹来，泥土也带有唐
朝的气息，荔枝自然也带有唐朝的
味道。

我不敢说这里荔枝是最好吃
的，但是我敢说这里的荔枝肯定是
关注度最高的。在唐代引来长安的
关注，在现在则引来全国甚至海外
的关注。据导游介绍，每年从全国
各地以及海外过来参观的游客超过
30万人次。在荔枝业界有这样一句
话，世界荔枝看中国，中国荔枝看广
东，广东荔枝看茂名，茂名荔枝看高
州，高州荔枝看根子，根子古荔园在
荔枝业界是关注点的核心了。

现在的古荔园，柏油路、水泥路
铺得平整，路边指示牌也做得雅致，
有粤西乡土特色。近年有了露天剧
场、荔枝茶座、咖啡厅，还有卖荔枝酒
的商铺和吃荔枝鸡的馆子。民宿也
多起来。有位大学教授，退休回乡，
把祖屋改作民宿，墙上挂满荔枝字
画。生意好得很，要提前一月订房。

古荔园的文旅项目也多起来
了，除了民宿还有演出。文旅公司
的人说，露天剧场准备上演“大唐荔
枝剧”，让村民做主角扮高力士、杨
贵妃。高力士推销荔枝，杨贵妃唱
粤曲《荔枝颂》。

古代快马送长安，如今飞机运
五洲。一颗小小的荔枝可以走入文
旅作品穿越从唐代到现代，也可以
借助电商轻点屏幕连接全世界。若
高力士在世，怕也要惊讶。

再过半月，荔枝又熟了。我想带
张竹床，到荔枝林里躺躺，听听风声，
尝尝古味。在荔枝林里好好享受下那
一种宁静，好好享受下那一种古风。
感受一种从唐朝到现在都没有变化的
味道，将乡愁放入嘴里慢慢咀嚼，在丰
收的笑声里，做一场唐朝的
梦。梦里或许能见着杨
贵妃和高力士，问问
他们当年的荔枝，
到底甜不甜，保
鲜技术是否不
如今天。

古荔园印象 ■ 培 炎

这一次，我坐长途大巴车回来。
重温一下这种感觉，也挺有

意思。下班后，匆匆的收拾几件行
李，又急急地赶车，然后把自己交

给司机，和这熟悉而悠长的路程。剩
下的，就做个旁观者，看一车的人，看一

路的车，和一路的山山水水。然而，心里还
是计算着几点可以回到家。
我也在看自己，这么多年了，似乎没变，总喜欢

在这两点来来回回。
院子里有几棵荔枝树，是祖母种下的，已有八

十多年树龄。树干早已老态龙钟，树叶却四季常
绿。在高州，八十多年树龄的荔枝树算不上古树，
顶多算是老树吧。在我看来，荔枝树无所谓老，也
无所谓未老，像祖母，很老了，却又不觉得她老，几
十年来，也就一个模样。

每次回来，车子停在荔枝树下，缓缓地取下行
李，推开家门，向祖母请安，然后倾听她的嘘寒问
暖。祖母记性好，总会问起上次离开时她的叮嘱，是
否有照做，诸如口渴了少喝冰冻汽水，遇事不要与人
交恶等等。每次看到一个“完整”而又“听话”的孙
子，祖母的安乐之情溢于言表。

前年临过年的冬天，104岁的祖母油尽灯枯，驾
鹤西去。生老病死，本是时间的过程，也是人生常
态，从此她在天堂安息，我在人间怀念。

这次回来，荔枝已经挂满果子，绿豆大小，密密
麻麻，让人看到心生欢喜。

懂事以来，这几棵荔枝树总是在夏天，给我和
邻居的小孩子，带来“漫长”的期盼。开春后，繁花
满树，蜜蜂飞来了，蜜蜂又飞走了，然后，花落成果，
逐渐长到手指般大小，终于，天气渐热，荔枝一粒一
粒地相继成熟。从甜中带酸，直吃到挂在枝头最隐
秘的幸存的最后一粒荔枝。

祖母对我成长的盼望是否也一样？

荔枝年年都有，我却不再是祖母怀中的小猴子。
荔枝树下，告别时，再也听不到祖母对我的再三叮嘱，
再也看不到她那佝偻的身躯，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
手与我挥别，荔枝树丫也在微风中摆动。

现在，老父亲在料理着这几棵荔枝树。退休后，父
亲和母亲留守老家养老。他很珍爱这几棵老树，时常
在电话里和我讨论关于荔枝树的日常。我知道，这是
我们与树的交流，与老家的交流。

父亲以专业的态度来探究，如何让荔枝树生机
勃发，硕果累累。对于父亲来说，荔枝树的长势和收
成是头等大事。精神上以荔枝树作为寄托，并让身
体得到适当的锻炼，这也是我希望的结果。

孩子们也很喜欢这几棵树的荔枝。父亲说这是
桂味，好吃的品种。早几年前，我从家里的荔枝树嫁
接了两棵树苗，种在惠州的房子后面。我也尝试像
父亲一样，对荔枝树适时喷药施肥，修剪枝叶。荔枝
树去年终于开始挂果了，可是，果子的个头和味道，
都明显比不上高州的出品。我时常凝视着小小的荔
枝树，除了历经的岁月和身处的时空不一样，其余
的，并无两样。

真是略有遗憾。
苏轼在《惠州一绝》中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试想，当时的苏轼若身处
高州，他的体验和感叹将会更加浓烈。每年到了 5
月份，从包茂高速经过高州，那种满荔枝树的山头，
连绵不绝，深深浅浅的红果盖住绿叶，真是甜蜜的
海洋。

父亲告诉我，今年荔枝果农收成一定会很好。
家里的荔枝树也会硕果累累，压弯枝丫。

真好！等到荔枝成熟的时候，一定带着我的孩
子，我的朋友，回到高州，回到老家，坐在老荔枝树
下，边摘边吃。

这是我们的“荔枝节”。我想，这种快乐像小时
候一样。

老荔枝树 ■ 卢其生

当溽暑将青壳晕作绛绡，蝉声
初破岭南的釉，游荔园观荔树、行荔
乡品荔品之人便叩醒千年的青石板
纷至沓来。自打前年我因工作“扎
根”高凉大地，便拥有了更多与荔枝
古树打个照面的机会。树下的人来
了又走，襦裙也好粗褐也罢，交领或
圆领长袍，亦或瓜皮小帽，还是西装
革履白衬衫，百年千年，一批又一
批，匆匆又匆匆。

走进根子古荔园，不多远便可见
结满树瘤的古荔树“汉俚同根”。穿越
时光长河，冼夫人和丈夫冯宝情深意
笃缔结汉俚两族情缘。联想“在天愿
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理枝”，
谐荔枝，是承诺，是长长久久的希冀。
荔树载荔果，荔果传深情，在当地民俗
中，婚嫁女子在前一年接受男方送来
的红荔枝，寓意愿结百年之好。齐白
石在56岁时用4天时间画四屏以荔枝
为主的花果求娶胡宝珠，“情之所钟,正
在吾辈”，终成一段浪漫荔枝姻缘。在

“汉俚同根”古荔树周围走走，还有“别
有洞天”“廿四担”“五代同堂”“进奉母
树”……一棵棵参天遒劲的古树，静静
地看，静静地伴，千载百载，观岭南春
日潮润润的晨雾，沐夏季“快意泯恩
仇”的急雨，听秋季残余的狂啸台风，
熬冬季突如其来刺骨的寒，站在原
地，又好似一直在前行，在历史长河
里走起来、跑起来，一晃上千年，不屈

地奋力生长着。
树荫下驻足倾听，哒哒，哒哒，

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伴随勒马
的一声嘶吼，来人来不及喘歇便双
手呈上一捧捧鲜荔。“新歌初谱荔枝
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
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清代两广
总督阮元《岭南荔枝词》所言正是远
在长安的高力士，为重温家乡荔枝
的味道，极力向皇上和贵妃推介茂
名荔枝。“南海荔枝胜蜀者，当时以
马递驰，载七日七夜至京”，荔枝送
至，高力士浓浓的乡愁想必也终于
解了半分。果从树上结，那荔枝树
把游子那千份万份的想念结在了一
起。想不到，这竟然是唐玄宗“置骑
传送，辗转千里”，为博杨贵妃红颜
一笑背后的起因了。到了现在，多
有外出务工者常选荔红时节回乡，
就是为了那份到果园亲自采摘品尝
鲜荔的“专属味道”。

好久腾不出时间到廉江看看在
“荔枝坑村”的外婆家，因这独特的
名字，我猜想过去那里或许栽满了
郁郁葱葱的荔枝树，也能在六月欣
赏到“灼灼若朝霞之映日，离离如繁
星之着天”的盛景吧。荔枝阁村、荔
枝窝村、荔枝根村、荔枝山村……茂
名也有 129个村庄是用荔枝来命名
的，可见栽种荔枝种植已然融进了
当地人的灵魂里。如今，茂名是世

界最大的连片荔
枝生产基地，面
积和产量约占世界
的五分之一，中国的四分之
一，广东的二分之一，于是
便有“世界荔枝看中国，中国荔枝看广
东，广东荔枝看茂名”的美誉。当想到
全球每五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茂名，
作为一个爱茂爱乡之人，又怎么能不
为之自豪呢？

如今，像“汉俚同根”这样的荔枝
树还有千棵万棵，它们已不再是传统
意义上的简单挂果采摘，还是“荔乡”
茂名的根脉和文脉，让一座座村庄从
一穷二白发展到白墙灰瓦斜顶小楼
鳞次栉比，让荒芜之地已绿荫连片阳
光点缀其间，让颠簸狭窄的泥路变宽
阔整洁的沥青路……在荔枝产业链
党委的带动下，荔枝特色种植业蓬勃
发展，荔枝树已然成为家家户户的致
富树、幸福树，是茂名推动乡村振兴
的生动注脚，带给了人们无限浪漫而
美好的“诗和远方”。

倚靠在荔枝树下，我看到辛勤劳作
的汗水在奋斗中闪光，洋溢朝气的面孔
在希望中跃动，“新质生产力”的种子在
每个角落落地生根。荔果将红岭南岸，
每个“荔乡人”都是“共同富裕”这棵苍
天大树的栽培者，凝心聚力，鼓足干劲，
再添一抔土，再施一把肥，丰收的暖风
将吹拂我们每一个人心间。

荔树遥想 ■ 吴咏蔚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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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沁倚仗身份，原以为能在这些年轻
女孩面前为所欲为。谁知今日却踢到了铁
板——在他企图对其中一个叫妤妘的女孩
动手动脚时，对方竟猛地咬住他右小臂，生
生咬下一道血淋淋的牙印。

“啊！”李沁痛呼出声，还未及反应，妤妘
已挣脱桎梏夺门而出。别的女孩见状纷纷
紧随其后，顷刻间人去楼空，只余一片狼藉。

“哎呀！李市长，您这伤……”刘薇薇
战战兢兢凑上前来，关切的话未说完便遭
劈头盖脸一顿迁怒。司机小金慌忙架着暴
跳如雷的李沁赶往医院，才总算止住了这
场荒唐的闹剧。

李沁捂着还隐隐作痛的右臂，一脸阴
沉地走出医院。此时，腰间的寻呼机突然
震动起来。他烦躁地掏出一看，是蓉蓉家
里的号码，只得铁青着脸折返医院急诊室，
借用前台电话拨了过去。

“蓉蓉，什么事？”他压着火气问。
电话那头传来蓉蓉带着哭腔的急促声音：

“宁宁和囡囡……发高烧了，你快回来——”
心头一紧，李沁顾不得右臂伤口的疼

痛，三步并作两步钻进车里，厉声催促小
金：“快！去江景花园！”

黑色轿车在夜色中风驰电掣。刚驶入
负一层车库，不等车子停稳，李沁就迫不及
待地推开车门。“你在这儿等着——”他匆匆
丢下一句，“两个孩子发高烧，待会儿可能还
要送医院。”话音未落，人已经冲向电梯间。

可万万没想到，当他气喘吁吁地推开四
栋801室房门时，迎接他的竟不是蓉蓉那张
梨花带雨的娇颜，而是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别动！”枪口冒着冷气直抵李沁的脑
门，蒙面大汉压低嗓音威胁道，“老子只要
钱不要命，识相的就赶快拿十万出来！”

李沁浑身一僵，被吓得直打哆嗦，手里
的公文包“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强作镇
定，颤声哀求：“钱好说……我老婆孩子
呢？”歹徒冷笑，枪口指向虚掩的卧室门。

其实，这位蓉蓉哪里是李沁真正的“老
婆”，不过是个遭他强取豪夺的同居人罢了。

李沁明媒正娶的妻子名为田慧，虽长得
其貌不扬，却是市政府组织部原部长家的千
金。毕业后分配到市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的
李沁，凭着不错的外表和会来事、勤表现，得
到了正在为女儿物色如意郎君的组织部田
部长的赏识。适逢干部年轻化，田部长便用
心“培养”李沁，不仅招他为女婿，更在背后
全力助推他在短短几年内，从一名普通科员
连连高升至今天的副市长之职。

而李沁和蓉蓉的这段孽缘，则始于李
沁任职团市委书记期间。他在一次视察青
少年宫时被舞蹈老师蓉蓉的美貌吸引，后
经半年软磨硬泡，蓉蓉终究没能抵住他的
攻势，成了笼中金丝雀。

那段日子，李沁以“工作忙”为由，频频

夜不归宿，实则在外与蓉蓉厮混。不久，蓉
蓉怀孕，剖腹产下一对龙凤胎，李沁欣喜若
狂，向张松东要了江景花园这套四居室安
置她们，还雇来两个保姆住家伺候。

蓉蓉过上了阔太生活，天天珠光宝气
地招摇过市，却不知早已被小区保安孙某
盯上。这孙某是个瘾君子，年前因吸毒被
物业公司开除，走投无路之下，竟拉上表弟
谋划入室抢劫，从而造成了李沁眼下此般
狼狈的境地——

当他被蒙着脸的孙某，以枪口抵着背推
向婴儿房，原本虚掩的房门一打开，便见另一
名蒙面大汉正持着一把足有半米长的弯刀，
抵在蓉蓉的脖颈处。两个保姆瑟缩在墙角不
敢吱声，而宁宁和囡囡已在床上昏沉睡去。

看到李沁走进来，无奈又恐惧的蓉蓉
瞬间泪水决堤，嘴唇颤抖着但发不出声音。

掌握了场面状况，李沁迅速冷静下来，
大脑飞速运转：这两个劫匪若真只为求财，
十万块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破财消灾也罢，
今天权当自己倒霉。但他也是个会算计
的，转念想到，如果自己答应得太爽快，难
保这两个亡命之徒不会坐地起价。况且让
他们轻易得手的话，只怕会食髓知味，日后
变本加厉。偏偏这事，他不敢声张，更不能
报警，实在后患无穷。

他确信蓉蓉不会透露他的副市长身

份，但江南市有句老话：老虎入村问土地，
贼佬入屋问隔邻。这俩歹人是否事先踩过
点？是否摸清了他一家的底细？想到这
里，他换上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唉声叹气
道：“大哥啊，我就是个做小本生意的，手头
哪拿得出十万现金？给您三万行不行？”

持枪的大汉眼神一凛，弯腰捡起地上
的公文包。拉开拉链的瞬间，两捆崭新的
百元大钞赫然入目。“好你个奸商！”他狞笑
着晃了晃那包钞票，“不老实是吧？这叫没
现金？”

李沁瞪大了眼，这才想起包里装的是
卢国容送来的二十万“谢礼”——前日，他
刚把人提拔为教育局副局长。电光火石
间，他已然换上痛心疾首的表情：“大哥明
鉴啊！我是做水果生意的，昨天刚跟新疆
老板签了哈密瓜订单，这二十万是东拼西
凑借来的货款啊！”说着竟挤出两滴眼泪，

“这可是我们全家老小的活命钱……”
这番表演劫匪没看在眼里，反倒叫蓉

蓉看进了心里。她望着李沁逼真的演技，
忽然意识到：恐怕平日里那些甜言蜜语，也
不过是这般信手拈来的谎言吧？

“少废话！”姓孙的劫匪厉声打断，朝同
伙使了个眼色。他表弟便立即从帆布袋里
掏出麻绳和胶带，将李沁四人捆得结结实
实，并逐个以胶带封嘴，扣在墙角处。

随后，这对劫匪兄弟如入无人之境，转
战到蓉蓉的卧室里翻箱倒柜。首饰盒被倒
了个底朝天，梳妆台抽屉全部拉开，连床头
柜夹层都被摸了个遍，把搜刮到的金银首
饰，连同那包二十万的现金全都收入囊中，
他们才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

待到下半夜，一直留守车里等候的小
金，因久不见人下来，寻呼机也始终静悄悄
的，越琢磨越不对劲，终于忍不住乘电梯上
楼查看。推开801室未掩实的大门，小金试
探着喊了声“老板”，回应他的是从婴儿房
里传出的“呜呜呜”求救声……

这个春节对李沁来说“祸”不单行，而
他的老同学龙涛明同样备受煎熬。

得知张老师猝然离世的消息后，龙涛
明恨不能给自己插上一双翅膀，第一时间
飞到韩小倩身边——哪怕只是紧紧抱住她
颤抖的身躯，用无声的拥抱传递些许温暖
和力量。然而市里的一道禁令将他困在了
原地：禁毒专员被投毒致死一案紧急调查
中，所有涉案人员所在单位全员三日内严
禁离开江南市。

于是连续几日，龙涛明将自己锁在办
公室，食不知味。前两日岳云太送来的饭
菜几乎原封不动，今日换作刘方送餐，他依
然只是机械地扒拉几口便搁下筷子。

看到走进办公室，准备替他收拾餐盒
的刘方，龙涛明突然想起保卫科科长刘宏
宏中毒昏迷前，曾拜托过自己做媒一事，便
状似随意地问道：“刘主任，听说刘宏宏科
长中毒的事了吧？”

“今早刚听说。”刘方神色如常地整理
着餐具，“大家都说他命硬，同会的其他人
都没了，就他死里逃生捡回了条命。”

龙涛明目光微闪，继续试探：“你们是
高中同学？”

刘方坦然点头：“是呀，不过平时往来
不多。”她的语气平静得就像在讨论今天的
天气，连手上的动作都没有丝毫停顿。

荔枝季特辑荔枝季特辑··
茂名有四大古荔园，位于浮山岭下西南面，

相距不远，是连成一片的国内外公认最优质的荔
枝带。

电白区霞洞镇上河古荔园是其中之一。上河
古荔园，位于浮山南麓，琅江北岸。荔园现有 368
亩，拥有数量可观的古荔。现存最古老的古荔树龄
超过 1780年，且有五棵：一棵红皮（大造）、一棵“砸
死狗”、三棵进奉。当地村民称那棵红皮古荔为“岭
南荔母”。

我的家乡在霞洞，霞洞是生我养我的故园。我
的同学王清原来是上河村委会主要干部，兼任古荔
园园长。基缘于此，我每年要造访古荔园多次；有时
与“园长”一起巡园，有时带文友过来采风，荔红时节
回来品荔赏玩。

2020 年荔花绽放时节，我受上河村委会邀请，
回来考察荔园，提供制作古荔二维码资料。因每年
都要为古荔园写些小文，收集、整理古荔园资料，是
我乐意而为的工作。经过几天考察探访，让我对古
荔园有更多的认识。

园中有棵古荔样貌独特，引起我的关注。这棵老
树树心被掏空，树洞可藏童子避雨，树干受长年风雨
吞噬，却依然坚挺，枝繁叶茂，这就是古荔园最古老的
树。当时新鉴定树龄信息还没有出来，旁边石碑标记
它叫“岭南荔母”，品种是红皮（大造），年代是“隋唐”。

同学告诉我这是“镇园之宝”。这棵古荔，历经
雷打电击，枝干虬曲，姿态万千，四周用水泥柱支
撑。伸手触摸树皮，粗糙的触感直透指尖，像是缠
满了岁月的皱纹。看着这棵饱经沧桑依然生机勃
发的古树，我仿佛听到了岁月的回声，一下子穿越
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冯冼后裔故土冯家村……

不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广东省
荔枝分子标签工程技术中心取样进行“碳-14”树龄
检测。分析结果显示，“岭南荔母”树龄1780年。这
个消息令我大吃一惊，“岭南荔母”的身世比原标记
的隋唐年份更早；且园中1780年树龄的古荔不止一
棵，还另有四棵——三棵进奉、一棵“砸死狗”。上
河古荔园，留存大量 1500年左右树龄的古荔表明，
它在梁陈隋时代就已形成大荔园；而1780多年的古
树，可推断栽植年代属东汉三国时期。

“岭南荔母”得以幸存实属不易。此树果实
红艳，故本地人称为红皮，果核细肉结，带有淡淡

桂花香味，本地人又称它为桂花果。2022 年 6
月 7 日我带一些朋友回古荔园品果赏玩，

同学拿来工具摘了红皮、进奉请大家
品尝。古荔红皮果味道清纯、无

渣，果然有缕桂花香味在唇齿间弥漫，没有其他
地方红皮那种酸涩感；进奉古荔果色黄里透红，
异常诱人，个头特别大，放进嘴里轻轻一咬，汁液
四溢，清甜中隐隐有股兰香在浮动……大家品尝
过后赞不绝口，都说要带点回去分享。

说起“岭南荔母”来历，是有故事的。相传三国
年代，当地百越人上浮山岭打猎，一路追踪猎物，猎
物突然消失在一棵大树背后，只见大树结有鲜红果
子。此时正是六月天气，炎热难挡，口干舌燥，猎人
随手摘颗果子放入口中，发现果子酸中带甜，舒爽
无比，于是回去与村中长老禀报奇遇。大家商量后
一起上山，将原生长于浮山深处的野生荔枝引种到
沙琅江畔坡地并改良。后来陆续发现引种其他野
生荔枝，改良形成霞洞琅江流域的荔枝带、荔枝园。

1978年改革开放后，“岭南荔母”与其他古荔分
到村民家中管理。2007年，电白上河古荔园被定为
茂名四大古荔园之一，各级领导非常重视，抢救、保
护古荔工作走上正轨。我曾目睹同学为“岭南荔
母”打点滴，同学说是为古荔加点“氨基酸”。2015
年后，古荔园由村委会管理保护。

霞飞浮山，丹荔映翠；千年古荔园，今日换新
颜！今天的上河古荔园，早已成功申报国家荔枝现
代农业产业园，2021年11月被列入第六批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

今年清明期间回乡踏青，不忘去探访心中的古
荔园。只见每棵树头刚翻过施肥条沟，那些古荔枝
繁叶茂，葳蕤生辉，荔果青青，丰收在望。那棵“岭
南荔母”，长势喜人，涅槃重生！

又是蝉鸣荔红时。荔枝红了，“5·20”我爱荔。
上河古荔园欢迎您！

岭南荔母 ■ 崔耀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