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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萧春雷
泉州古称刺桐港，1987年又将刺

桐花列为市花，俨然有“天下刺桐我
为宗”之意。我在厦门也见到过刺桐
花，总觉得不大正宗，应该去泉州看
刺桐花。

与我同样想法的人不少。今年2月
底，跟随一个旅游团访泉州，外地游客
反复问，刺桐花在哪里？为什么到处都
没有刺桐花？我们要看刺桐花！

导游说：现在刺桐树很少了，刺桐
树比较脆，台风一来就断枝，容易伤到
行人，很少当成行道树。但这解释缺乏
说服力。难道宋元时期泉州没有台风？
难道五代“晋江王”留从效种错了树
种？那也可以种在公园或城郊啊。

在泉州城里转了大半天，没有见
到一株刺桐树。从海交馆出来，导游终
于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这
里有两株刺桐树，大家好好欣赏。

这两株刺桐树龄不大，也不高，不
到两米就开枝散叶，形成阔大的伞形
树冠。枝丫光秃秃的，零星挂着几片绿
叶，以及星星点点的耀眼红花。花很漂
亮，总状花序，花轴上对称开放出一枚
枚长而弯的花朵，仿佛一个个红辣椒，
又像一枚枚红艳的象牙。

大家很兴奋，围绕着两株刺桐树
转了半天，不停地拍照。只有这时候，
大家似乎接近了泉州历史上的黄金年
代——刺桐花盛开的宋元刺桐港。

树下立着一块石碑，文曰：“刺桐。
唐泉州建城时环植刺桐，故中外有‘桐
城’或‘刺桐城’之称。泉州海外交通史
博物馆。”

我突然记起，厦门植物学家陈恒
彬曾经说起过，泉州已经没有刺桐树
了，现在种的，是另外一个品种。转念
又想，有石碑为证，这两株应该是真正
的刺桐树吧。

回厦门后，我把照片发给陈恒彬
先生看。他回答说：这两株树是象牙
红，是原产澳洲的杂交种，学名Ery-
thrina × sykesii Barneby & Kru-
koff。泉州的市花是刺桐，学名Eryth-
rina variegata L.，原产印度至大洋
洲。二者不同，但都属于豆科刺桐属植
物，花叶比较相似。

二者的花朵有什么区别呢？他说：
象牙红的花期11月至翌年4月，开花
不结果；刺桐花期4-5月，会结果。象
牙红的花萼钟形，顶端不开裂，有锯
齿；刺桐花萼顶端开裂，裂片佛焰苞状。

他还说，直到上世纪末，泉州一直
在种植刺桐。本世纪初，刺桐陆续受到
刺桐姬小蜂的危害，逐渐受损衰败，直
至死亡，现在很少见到刺桐。“从上世
纪末开始，泉州开始引进同样是刺桐
属的植物象牙红，以替代原来的刺桐，
并在市场上称为刺桐。全国的情况类
似，广东也是将象牙红当成刺桐的。不
少科研机构失于核对，也将象牙红当

成刺桐”。
原来，我们一大群人站在两株象

牙红树下怀古，与刺桐港没有任何关
系，空自多情。

刺桐姬小蜂，是我国深圳海关
2005年首次发现的入侵害虫，主要危
害刺桐属植物。它们在刺桐的树叶上
大量产卵，形成虫瘿，受害部位产生畸
形、肿大和坏死，导致树木落叶甚至死
亡。刺桐姬小蜂来势凶猛，当年10月
就出现在厦门，不久闽南地区的刺桐
属植物被危害殆尽。

据媒体报道，泉州开元寺原有近
百棵刺桐树，花开时红彤彤一片，2008
年前后陆续死亡，包括一株300年的

“刺桐王”。开元寺现在已无刺桐树。
梁光红等（2012年）的论文说，泉

州市原来主栽品种（系）有本地刺桐、
鸡冠刺桐、龙牙花，少量种植的有刺桐
东方变种、金脉刺桐等；奇怪的是，该
调查认为，除了本地刺桐，其余品种全
部遭受严重虫灾。他们建议多种植“高
抗品系”本地刺桐。（《外来入侵害虫
——刺桐姬小蜂在福建省的发生现状
及防治建议》）。

泉州的刺桐树原来就不多。上世
纪八十年代黄寿祺先生至泉州，不见
刺桐花，就相当失望，写道：“泉城已渺
刺桐花，空有佳名异代夸。寄语州人勤

补种，好教万树灿朱霞。”
但现在连最后一些刺桐都消失

了。据2017年《海峡都市报》报道，泉
州市林业局专家林彦云称：“现在泉州
的正刺桐已经没有了，之前在开元寺
有几棵，因为这种树种很容易长虫，而
且容易传染，所以都砍掉了。”

林彦云先生说的正刺桐，就是梁
光红等提到的本地刺桐，泉州市花，学
名Erythrina variegata L.。或许本地
刺桐后来也染病了，不得不清除。总
之，泉城已无刺桐花。

那么，我原来在厦门看到的，也不
一定是真正的刺桐花了。

陈恒彬先生告诉我：“厦门的情况
与泉州类似，2002年公园西路靠厦门
影剧院的一边多是刺桐，有刺桐十多
株，此后逐年衰败，至2016年前后全
部死亡。厦门园博苑闽台岛2007年建
设时有种植，2008年开花，以后未见开
花，目前情况不明。”

刺桐姬小蜂入侵，对于华南刺桐属
植物是一场浩劫，唯有象牙红等少数品
种得以幸免。红艳优美的象牙红，粗率
看去，与刺桐花区别不大。导游称之为
刺桐花，不算大错，人们会慢慢习惯的。

但泉州人自己要明白，象牙红并
非泉州市花，也不是曾经照亮宋元泉
州港的刺桐花。

■栀子花

■栀子的果实

■象牙红的花朵红艳优美，与刺桐花相似。

泉城但开象牙红泉城但开象牙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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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陈恒彬
在家乡头北，旧时村里小孩满月，主

人总会采一种叫“黄枝”的花或枝条赠送
亲朋好友，后来知道，黄枝就是黄栀的谐
音，也就是栀子。

栀子，又称黄栀子，厦门也称为仙佛，学
名Gardenia jasminoides，属名Garde-
nia 是为纪念18世纪美国医生兼植物学家
Alexander Garden而设立的，种加词jas-
minoides是像素馨的意思，说明花有香气。

栀子是常绿灌木，高0.3-3米；枝条圆
柱形，灰色。叶对生，少为3枚轮生，叶形多
样，通常为长圆状披针形、倒卵状长圆形、
倒卵形或椭圆形，顶端尖，基部楔形。

花单生于枝顶或枝条顶部叶腋；花萼
有纵棱，顶端5-8裂；花冠白色或乳黄色，
芳香，高脚碟状，顶部5至8裂，通常6裂，
裂片倒卵形或倒卵状长圆形；雄蕊与花冠
裂片同数，花丝极短，花药线形；花柱粗
厚，柱头纺锤形。

果卵形、近球形、椭圆形或长圆形，成

熟时黄色或橙红色，有翅状纵棱。花期3-
7月，果期5月至翌年2月。

栀子原产我国的华中、华南、华东和西
南地区，日本、朝鲜、越南、老挝、东南亚和太
平洋岛屿等国家和地区也有。厦门地区的山
地较为常见，也常作园林植物栽种。

栀子花白色或淡黄色，不是传统人们
喜爱的颜色，然而花极香，开花时节，山野
弥漫着香气，香味沁人心脾，深得游山人
士的喜爱；种植在庭园内，也是香气四溢，
满庭飘香。园林上常用于校园、公园、小区
和街头绿地上，也有盆栽观赏的。

常见栽培的还有栀子的重瓣类型白
蟾。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前的两株象牙红，被人们当成了刺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