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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宋家香”引发了我许多感想，首先想到的是“宋
家香”能不能再“香”起来，出现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那种嘉
宾盈门的盛况。

窃以为，这不是不可能的：
第一，它毕竟有 1237年的历史，作为古树，这是不多

见的，作为果树，更是绝无仅有。它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
证据，证明荔枝原产于中国，也可以说福建最早，因为这是
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使我想起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争论，
比如南少林寺在哪里，陶渊明的那个桃花源在哪里，以至
于葡萄、花生来自哪里，等等，学者们皆有不同看法，可是
对于荔枝为什么就没有人争论呢？我想无非是因为有活
生生的事实摆在这里。仅仅是这一条，“宋家香”的价值就
足以令世人侧目了。

第二，“宋家香”历时千余年，至今还能结果，而且还是距
今900多年的《荔枝谱》的作者、泉州知府蔡襄品尝过的，我们
今人仍可吃到，这恐怕也是全国少有吧！我想，如果莆田人
会做生意，在荔枝快成熟时，做这样一个广告：朋友，您尝过
900年前蔡襄吃的荔枝吗？“宋家香”即将上市，欢迎光顾。每
人只限10粒，定价50元。我看一定供不应售。请想想看，世
界上有多少人知道1000多年的荔枝是什么味道？孙行者在
往西天取经的路上偷吃过千年人参果，可是他也还没有吃到
千年的荔枝呢！

第三，我还想到“宋家香”的进化史以及它在科学研究
方面的价值。比如按果树的一般生长规律，500年以上还能
结实的很少，有1200多年树龄的“宋家香”为什么还能结果
呢？又比如史料上记载，从前的“宋家香”核上有斧痕，“壮
如腰带”，1923年主干被飓风折断，两个旁干继续结果，却再
不见有“腰带痕”。这是为什么？至今无人能解释清楚。还
有像荔枝这样的果树究竟能活多少年？现在“宋家香”已经
活了1237年，它还能活多少年？能不能活一万年？诸如此
类，倘若能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作出科学的解释，不同样也是
很有意义的吗？

第四，为了做好对外宣传，发展旅游事业，能不能把历
代有关“宋家香”的诗、文、书、画精品结集出版，以扩大其
影响。这些，我想人们是不会不感兴趣的。听说莆籍作家
郭风每年回莆田都要去观赏“宋家香”，究竟是出于他对这
棵古树的热爱呢，还是这棵古树对他有什么特别的魅力？

我说不清楚。总之，我们要继续做好“宋家香”这篇文
章。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今年96岁，
此文写于1993年12月8日，修改于199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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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荔枝栽培，兴于唐
盛于宋，多栽种于溪边、渠
边、水边，故有“荔枝爱照
镜”之说。莆田荔枝果皮艳
红、肉嫩汁多，浓甜中带微
酸，风味独特，2014年被评
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得益于悠久的种植历
史，在莆田，除了“宋家
香”，还有众多名木古树。
日前，在荔城区新度镇下

横山村，树龄 938年的“荔
枝王”拍出了 1公斤 18000
元的霸气价。这棵“荔枝
王”高达13米，树干周长约
6米，枝叶浓密，树冠覆盖
面积达600多平方米。

据了解，仅下横山村，
古树名木就有276棵，树龄
在 500 年以上的荔枝树有
30棵。

莆田至今还有 2000多

棵树龄在100年以上的古荔
树，其中32棵树龄在500年
以上且枝繁叶茂，年结硕果。

北宋莆籍名臣蔡襄撰
写了世界上第一本荔枝专
著《荔枝谱》，书中介绍了
32 个荔枝品种，多半产自
莆田，“陈紫”荔枝是《荔枝
谱》中最称颂的品种，也是
莆田现在主栽品种，占全
市栽种面积的90%。

莆田千年古荔“宋家香”硕果挂枝头
经当地多年细心抢救管护，今年收获了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结果；这一地标景观，留住一代人的乡愁

N王仲莘

莆田城里有一棵千年
古荔，名叫“宋家香”。想象
中的“宋家香”，一定是龙钟
古拙、衰老不堪的样子。参
观前，《莆田乡讯》主编宋元
模也对我说：“你看了以后
会失望的。”

可是实地参观以后，竟
出乎我的意料，原来这棵千年
古荔主干虽已毁于天灾，现存
的两个枝干，仍然枝叶繁茂，
一片葱郁。古荔生长在一幢
房子后面的土坪上，四周有铁
栅栏围着，地上的土刚翻过。
此刻时近傍午，阳光明媚，一
伙人拥到树下留个影，也算是
到此一游了。可是我更感兴
趣的，还是“宋家香”的那些不
平凡的经历。

据宋元模考证，“宋家
香”植于唐玄宗天宝十五年
（公元 756 年），距今已有
1237年，是福建省也是全国
最古老的荔枝树，而且至今
还结果，每年可收二三百
斤。至于“宋家香”的名称，
则缘于培育这一品种的主人
宋某的姓氏。据蔡襄的《荔
枝谱》所列32种荔枝，有的是
以育种主人的姓氏命名，如

“陈紫”，或曰“陈家紫”，是姓
陈的人培育的；也有的是以
其他标志命名，如“状元红”。

“宋家香”、“陈紫”和“状元红”并称为莆田荔
枝三绝。蔡襄的《荔枝谱》对“宋家香”的评价是：

“实如陈紫而小，甘美无异，或云陈紫种出。”显
然，“宋家香”与被蔡襄列为第一名的“陈紫”，只
有大小之分，并无品质优劣之别。尤为可贵的
是，现在其他品种皆已失传，唯“宋家香”依然健
在。“宋家香”千百年来，历尽劫难，逢凶化吉，留
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和传说。据说，黄巢率
兵入闽，路过莆田时，因军中缺薪火，有一伙夫要
把“宋家香”砍倒当柴烧，女主人抱树痛哭，终于
感动了义军，保住了古荔。本世纪20年代，“宋家
香”又遭飓风摧残，主干只剩了半截。但是，此树
有顽强的生命力，主干折断，又从根部生出两个
枝干，茂盛如初，结实累累，真神也。

多少年来，围绕着“宋家香”的坎坷经历和传
说，莆田籍的文人墨客写下了许多诗文佳作。如
明代宋珏编的《荔枝谱》记载了朱季和吟咏“宋家
香”的一首诗歌，开头八句是：“蔡公谱，张老图，宋
香品第世绝殊；亭亭嘉株荣且敷，巢兵斧砍欲纠
厨；王媪抱树死与俱，尤物幸儿留根株；宋氏老人
八十余，得之即此营世居……”诗歌不仅赞美了

“宋家香”的绝佳风味，而且叙述了它不凡的经历，
堪称佳作。倘若将历代名家赞美“宋家香”的诗、
文、书、画收集起来，要出一本书似乎并不难。这
恐怕也是古树中少见的吧！

前世今生

历经磨难

感触良多

两岸红垂万树，万家登梯采荔。7月，正是荔枝成熟的季节，莆田因遍
植荔枝树，别名“荔城”，这里树龄在百年以上的荔枝树有2000多株，但千
年以上的古荔树，唯有荔城区镇海街道英龙社区的“宋家香”。

7月6日小暑，“宋家香”开采，摘下约30公斤的硕果，收获了十多年来最
大规模结果，这足以令人欣喜。过去十几年，“宋家香”不仅结果零星，还一
度生命垂危。经当地多年细心抢救管护，终是留住了这一代人的乡愁。

小暑当天，海都记者来
到英龙社区“宋家香”口袋
公园，跨过石阶，推开雕花
的铁栅栏，看到“宋家香”的
身份牌，它种植于唐天宝年
间（742—756 年），树龄近
1300年，是极为罕见的高龄
多产果树。

如今“宋家香”树高仅6
米多，树冠覆盖面积60多平
方米，并非常人眼中的古树
模样。即便如此，得知古树
还挂满了红彤彤的荔枝，许
多人仍赶来合影留念。

海都记者注意到，与其
他荔枝树相比，“宋家香”枝
干细小脆弱，分叉也多，若
采摘不慎，很容易对古树造
成损伤。为此，莆田市农科

所派出技术人员和第三方
养护机构的专业人员进行
采摘，他们找好固定点摆好
梯子，再用工具将成熟的荔
枝精准摘下。

据了解，今年“宋家香”

产果约30公斤，果实品质优
良，果皮鲜红色，薄而脆，肉
厚多汁，甜香可口。后续果
实将进行拍卖，拍卖款项交
由“宋家香”基金会，专款专
用于古荔树养护工作。

作为一株以家族姓氏
命名的荔枝树，“宋家香”
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温
情往事、故土记忆。家住
荔城区英龙社区的宋国
华、宋宗武自小与“宋家
香”相伴成长，二人退休
后，主动承担起了古树的
日常照料工作，轮流为古
树浇水、除草等。

“前几年母树通过人工
靠接，从年轻的实生树上获
取营养。”莆田市农科所副

研究员林革介绍，技术人员
同步对母树枝条回缩短截，
从而达到枝组更新、母树复
壮的目的。之前每到 4、5
月，技术人员剪掉“宋家香”
的花穗，帮助古树恢复树
势，增强生命力。

海都记者了解到，2019
年起，“宋家香”归由荔城区
镇海街道办事处管理保
护。2022 年，镇海街道与
一专业合作社签订了为期
3年的古树管理保护协议，

开展“宋家香”的日常保护
管理工作，并由莆田市农科
所义务提供技术指导，对古
树进行不定期“巡查问诊”。

宋国华看到今年古树
结硕果，内心欢喜，多年
来，他见证了“宋家香”从
濒危到新生的过程。宋氏
委员会会长宋宗武也感
慨，这些年，多亏了政府和
各界人士的重视，经过全
面、专业的养护，“宋家香”
重焕生机。

古荔枝干脆弱 由专业人员采摘

多方抢救 保住这株千年名片

莆田百年古荔有2000多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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