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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梁展豪 文/图） 3月 20日
进入了春分节气，常年春
分是一年当中升温最快
的节气，气温也是十分应
景，中东部多地都进入了
升温通道。未来几天，从
华北到华南将继续在升
温通道中前进，掀起一波
回暖浪潮，多地最高气温
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
江南、华南气温高点将出
现在23日至25日，不少地
方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
到 30℃及以上，暖热远超
常年同期。

22日，福州天气较好，
雨水稀少，以多云到阴为
主。23日、24日雨水范围

略有扩大，福州市阴天间
多云，部分乡镇有阵雨，届
时请关注天气变化。

气温方面，未来三天
气温将大幅升高。24 日
福州市区的最高气温将
升至 33℃，最低气温也会
显著升高。春季气温升
降节奏快，市民应适时增
减衣物，谨防感冒。

不过，从古籍中我们
可以看出，福州曾经是有
杏林的。在民国版的《闽
侯县志》中，有过福州杏
花“小而色美”的记载。

再往前上溯五百年左右
的《八闽通志》上，对于福
州府的杏花，描述得更为
翔实：“花如红梅而丰艳，
实如梅而甘，本出北地，

今郡亦有植者，然结实甚
少。”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
末，中原一带战乱连连，
而东南一隅的福州，却一

派宁静。福州长乐籍诗
人周朴写下这样的诗句：

“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
稀。”描写了众鸟鸣山中、
夜雨摧杏花的晨景。

杏花悄然绽放
邂逅最美春景

作为蔷薇科果树的一
员 ，杏 和 桃 、李 大 同 小
异。它在春季开出白至淡
粉 色 的 五 瓣 花 ，先 花 后
叶，夏秋季节果熟。杏果
通常金黄色，也有黄白、
深红的品种，表皮微有绒

毛—— 不 像 毛 桃 那 么 扎
手 ，也 不 像 李 子 那 样 光
洁，手感类似“麂皮绒”。
吃起来有浓郁的果香，外
皮微酸，熟透的果肉酸甜
醇厚，多汁可口。

虽然杏果美味、产量

大，却有一个致命缺点：成
熟后果肉糜软，不易保存、
运输，因此许多好吃的品
种 ，仅 在 产 地 附 近 能 吃
到。而且，杏树大多数品
种的果期都很短，只有十
多天，过季就吃不到了。

为了延长赏味期限，
大量的杏子被做成了蜜
饯、果干和果酱。很多南
方人认识杏子，都是从杏
干、杏脯开始的。

（广州日报 博物）

□知多一点

“红杏出墙”被误读了千年

杏花飞帘散馀春，明月入户寻幽
人。春分时节，在福州解放大桥附近，
十余株杏花盛开了。今天的《每周花
事》就来聊聊杏花那些事。

春天，是花卉集中盛开的季节，百花一股脑儿开放，
让人眼花缭乱。而很多市民也都反映，分不清梅、杏、李、
梨的区别。它们之间有没有“简单且粗暴”的分辨方法？

据园林专家介绍，辨别梅花主要“看时间，闻气味”，
它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时间早，二月看到的一般是梅花，
且具独特香气。

杏花则“红萼反折，先花后叶”，杏花一般在三月上
旬开放，主要特征就是萼片反折，且香气也很清淡。

李花是“绿萼白花成簇生”，意思是李花先花后叶，
绿萼白花，成簇而生，花开似雪，仙气飘飘。值得一提的
是，李花在城市园林绿化中运用较少，它多生在村野之
中，算是妥妥的“乡村姑娘”。

梨花的特点是“花药紫红花
色白”，它的花期比较晚，一般在
三月底四月初，等到春雨绵绵的
清明时节，它们才会开花。因
此，梨花很好辨认，一可看它独
特的紫红花药颜色，二可看它们
开花的时间。

暖热飙升
榕城周日最高33℃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文/图

细看那些杏花，有的刚出
蕊，嫩嫩红红的，如同未及笈的
少女；盛花期的白中带粉，宛若
梅花，白肤红腮，托萼相思，像
出阁未久的新妇。凑近一闻，
淡淡的甜香裹着春风钻进鼻
腔，好闻极了。

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偌
大的福州竟没有一片像样的杏
花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据园林专家介绍，福州少
有杏花树，主要在于气候。杏树
属于落叶果树，冬季需要经过一
定的低温时段来完成自然休眠，
年后才能正常开花结果。福州
冬季气温太高，不能满足杏树对
低温时段的需求，露地栽植杏
树，不能正常开花结果。即使开
花了，它的观花效果也远远不及
在北方的繁盛。

杏树也要“冬眠”

福州也曾杏树成林

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元代词人虞集的“杏花烟雨江
南”，在许多人心中，种下了杏生长在江南湿润地区的印象。但实际上，在长江
以南，春天杏花并没有那么常见。从古至今，杏树的主要种植区一直在北方。

杏树寿命为40年到100年，有“长寿树”之称，是文化内涵丰富、集观赏性
和实用性于一体的吉祥树。尽管“红杏出墙”一直以来被人们曲解和误读，但

“杏坛”和“杏林”自古以来就享有崇高的声誉，成为教育圣地和我国传统医学
的象征。

人们虽然喜欢杏树的
长寿、杏花的美丽和杏子、杏
仁的可口，却不会称一个美
貌女子为“红杏”，一听到“红
杏出墙”四个字，就会立马想
到某某人出轨了。这真是
杏树的不幸，“红杏出墙”本
是古代诗歌中极为优美的
艺术意象，不知何时竟被人
理解成贬义词了。

最 早 的“ 红 杏 出 墙 ”
诗，是晚唐诗人吴融的《途
中见杏花》，其诗云：“一枝
红杏出墙头，墙外人行正
独愁。长得看来犹有恨，
可堪逢处更难留。”诗中那
句“一枝红杏出墙头”只是
勾起诗人思乡之情的景物
而已，并无他意。后来刘
豫的“竹坞人家濒小溪，数

枝红杏出疏篱”、宋祁的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
头春意闹”、陆游的“杨柳
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
墙头”等诗句，均为描写春
日景色之作，并无隐义。

最有名的“红杏出墙”
诗是南宋诗人叶绍翁的

《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
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
杏出墙来。”这首诗韵味十
足，意境深邃，诗意中既有
见不到园主人的失望和遗
憾，也有对隐士品德的赞
赏和敬仰，但绝无鄙视轻
薄之意。可见后人将“红
杏出墙”视为“出轨”的代
名词，是对古代诗歌意象
的错误解读。

“红杏出墙”被人们理
解成“出轨”，固然是杏树
的不幸，但有幸的是，它和
孔子以及东汉末年的名医
董奉结下了不解之缘。

古人以“杏坛”象征教
育，因为《庄子》中有一则
故事，说孔子在一片杏林
中设坛讲学，后来，人们便

以“杏坛”泛指教育界。
有人认为，“杏坛”四

周的杏树寓意丰富，挺拔
的树干象征弟子们正直的
品格；杏树多果，象征弟子
满天下；杏子和杏仁既可
食用，又可入药治病，象征
弟子们学成后有利于社稷
民生。现在，“杏坛”一词

多指教书授学的地方。
另一个词“杏林”则专

门用来指代医疗界，故事出
自东汉末年的名医董奉。
董奉为侯官县董墘村（今福
州长乐古槐镇龙田村）人。
据《神仙传》记载，董奉晚年
隐居江西庐山，医术精湛，
他给人治病不收财物，只让

痊愈的病人栽一棵杏树，经
年累月，形成了繁茂的树
林。董奉又把卖杏果得来
的钱换成大米，用来施济穷
人。为了感谢他的善举，人
们自发地在董奉的家门口
挂上一幅“杏林春暖”的牌
匾。“杏林精神”从此也就成
为医者信仰的代名词。

“红杏出墙”成贬义是误读

“杏林春暖”的典故 出自福州这位“神医”

为何杏干杏脯那么多？

梅、杏、李、梨 别傻傻分不清
小贴士

22日 阴 16℃~25℃
23日 小雨 20℃~26℃
24日 多云转阴

20℃~33℃

福州市区
今起三天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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