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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苏轼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众所周知，水果中的“美娇娘”荔枝，生长于福建南部、两广、海南等五岭之南的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南方水果。你可能不知道，在浙江的南大门苍南

县，竟然有种植荔枝的历史——温州市区的千年孤屿江心屿上，有棵活了40年的荔枝树。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关于江心屿，谢灵运留下的这句诗传唱至今。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诗之岛”，江心屿一直是温州的文化地标。

作为亚热带特有的喜阳果木，荔枝树的年平均生长温度为18℃至26℃。这棵荔枝树怎么会在北回归线以北的江中小岛上生根繁衍呢？带着疑问，

钱报记者专程前往探究了一番。而在探访这棵荔枝树的时候，记者还打探到一个可能很多浙江人也不知道的消息——

原来，浙江是产荔枝的！

乒乓球大小，一口一个

这样的荔枝，咱们浙江也可以有

日啖荔枝三百颗
可以来作浙南人

本报记者 汪子芳 文/摄 通讯员 许允水

这棵荔枝树，位于江心屿东园的中心地带“温州盆

景园”，高大茂盛，独木成林，远看宛如一顶绿色大伞，

枝繁叶茂，颇有一幅遁世高手的气度。

6 月 2 日那天，岛上下着小雨。雨声淅沥，树底下

却依然干燥，浓密的枝叶将雨滴遮挡在外。

“这棵荔枝树，应该是上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来到岛上的，因为它生长的地方以前是江涂，在上世纪

70 年代才开发。”江心屿景区管理处绿化科科长胡向

荣告诉记者，江心屿经历过几次围垦绿化。可能是早

年间，工作人员去外地采购苗木时，恰巧得到了几株荔

枝苗，于是带回江心屿种下。

胡向荣是 1990 年上岛工作的。那时候，他记得，

这棵荔枝树不远处，还有一棵稍小一点的，但可能采光

不好，没能挺过温州的冬日，冻死了。

“现在这棵树，高 15 米左右，冠幅也有 15 米，位于

盆景园的中心，地势开阔，采光和通风都特别好，生长

环境非常优越，就像是长在阳光房，再加上这棵树的抗

逆性比较强，所以一直在江心屿挺立了40多年。”作为

一名盆景大师，胡向荣分析得头头是道，“一般而言，一

棵树的枝条有多长，它的根系也就有多长。你看这棵

荔枝树裸露在外的根系，紧紧扣住地面，看起来遒劲有

力，很有一股生命力，可以想象，深扎于泥土里的根系，

一定非常繁茂。”

有园林专家推测，江心屿上这棵树，有可能是中国

沿海地区，纬度最高的一棵自然生长的荔枝树。

如今已是荔枝季，岭南的荔枝已经上市，而江心屿

上的这棵荔枝树，现在还只有小拇指盖大小的果芽随

着江风摇曳。

“它真正成熟要等到7月份以后。”胡向荣说，因为不

是本土树种，这棵荔枝树的结果能力一般，果实个头小数

量少，且果品甜度也一般，“别看现在满树的果实，很多果

实都会掉落。最后，我们可能只有一脸盆的收获。”

福州，北纬 26°，几乎是荔枝树生长范围的上限。

北纬 28°的温州距离福州至少 250 多公里。这棵自带

故事、孤独生长的荔枝树，在异乡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可以说，是江心屿的一棵“励志”树了。

一棵励志树 在江心屿独活40年

不过，江心屿的这棵荔枝树，在浙江还是有一群

“亲朋好友”的，而且离得并不远。在苍南马站，就藏

着一个荔枝园，规模还不小。

6 月 2 日下午，苍南县下魁村党总支书记林言聪

正漫步在村里的荔枝园区，查看荔枝的结果情况，憧

憬着即将到来的收获季。

位于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县，是浙江省的南大

门。辖内的马站镇，与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埕镇相隔不

远，下魁村距离沙埕镇车程只有十分钟。

马站镇介于北纬 27°14′—27°18′之间，东部

濒临海洋，是浙江纬度最低的地区之一。作为浙江唯

一具有亚热带气候特征的地理单元，也是浙江唯一的

荔枝适栽区。作为苍南的特色农业城镇，马站镇的四

季柚早就扬名在外，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有一

片沿海最北的荔枝产业园。

“早在上世纪 60、70 年代，我们村就开始种植荔

枝。”林言聪告诉记者，当时，村里就试种了 180 亩左

右的荔枝，老品种。近几年，慢慢嫁接成了新品种的

无核荔枝。算一算，马站种植荔枝已有五六十年历史

了。林言聪说，目前，荔枝园区面积已达400多亩。

40 多岁的林中科经营着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

5 年前，他率先引进一批来自海南的琼 A4 并蒂红无

核荔枝，“从海南到浙江，直线距离 1700 多公里。考

虑到荔枝幼苗不适应远距离移栽，我还专门在福建漳

浦将幼苗养了一年，等到适应气候了，再把它们移栽

到马站镇下魁村。”林中科告诉记者。

琼 A4 无核荔枝，属于非常罕见的新品种，果实

大而无核，果肉清甜，吃上三五斤不会觉得甜腻，也不

容易上火。

“最大的特色，是这种荔枝品种容易结并蒂果，也

就是我们说的鸳鸯果，85%以上的荔枝都是一对一对

的。”林中科说，顶级的琼 A4 荔枝，基本上 6 对（12

颗）就是一斤，一颗大概有1两。

乒乓球大小的荔枝一口一个！这样的顶级荔枝，

自然售价高昂。由于地理位置，马站镇的荔枝上市时

间也比岭南要晚两个月——7 月下旬 8 月初，苍南马

站的荔枝才会大批量上市。

“总体而言，我们的产量比海南、福建等地的要高

一些，因为荔枝树虽然喜阳喜高温，但这里冬天受寒

度高一些，挂果率反而更高一点。”林中科说。

除了林中科的种植合作社，今年，下魁村村集

体还引进了 900 多株琼 A4 无核荔枝，“马站荔枝的

上市时间，正好与游客到苍南海滨旅游的时间重

合，我们将现代农业观光和滨海旅游相结合，也是

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式。”下魁村党支部书记林言聪

说。

早在2006年，下魁村就举办了首届“家乡荔枝采

摘节”活动。作为中国沿海最北的荔枝产地，下魁村

的荔枝园区正在打造自己的品牌。不过，因为园区荔

枝产量较少，马站荔枝还没有大规模进驻温州、杭州

等市场，“现在的产量，基本上成熟之后就在熟人之间

销售完了。再过几年，产业园进一步产量增大，供应

杭州市场的机会也越来越大了。”林中科畅想道。

所以，想品尝“沿海最北荔枝”的吃货们，可能还

需要等待些时日。等到 8 月仲夏，游客纷至沓来，就

可一尝浙产“沿海最北荔枝”啦！

苍南马站 藏着一片荔枝园

刚结果的荔枝，只有黄豆大小（照片由林中科提供）

江心屿上的荔枝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