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青岛市即墨区绿韵苗圃基地的青岛古紫薇
园，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古紫薇林，这是经二十多
年的收集培育、研发保护而形成的。其中树龄最大
的一株古紫薇已达 1000多年，被当地人称为“古紫
薇王”。尽管饱经沧桑，这株古紫薇王在绿韵的呵护
下，依然生命力旺盛，威武挺拔，繁花似锦。绿韵古
紫薇园还有单株多花色古紫薇树桩和大树 1000余
株，正在申报三项专利和吉尼斯世界纪录，研究成果
获得了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紫”为高贵之色。紫薇不
仅名字中有“紫”，还与紫微谐音，在历朝历代被视为
吉祥之花、长寿之树，代表着尊贵与安康，受到人们
的喜爱。三国时期，诸葛亮隐居隆中的三顾堂庭院
中就栽植了紫薇。东晋《拾遗记》中载：元熙元年，晋
恭帝司马德文下诏令宫苑在内及民间园圃遍植紫
薇，以解“荧惑犯紫微”之凶兆。至唐宋年间，紫薇盛
行。《新唐书·百官志》记载中书省易名“紫微省”，中
书令称“紫微令”。易名后，与“紫微”音同形近的紫
薇树就被移植到皇宫中了。长安城中宫苑、官邸栽
植紫薇蔚然成风，官至中书舍人的韩偓有诗云，“职
在内庭宫阙下，厅前皆种紫薇花”，紫薇花逐渐有了

“官样花”“紫绶花”的别名。白居易、杨万里、杜牧、
李商隐、欧阳修等唐宋时期的文人墨客都留下了许
多歌颂紫薇的佳作，不胜枚举。

紫薇花期长达一百多天，正好又开在“绿肥红
瘦”之后的夏秋季，一枝独秀，花开似火，绮丽动人。

“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盛夏绿遮眼，
此花红满堂”，紫薇又得名“满堂红”“百日红”。世
界第一部植物学辞典《全芳备祖》是宋代花谱类著
作集大成者，其中将紫薇誉为“花之圣”。《广群芳
谱》赞美紫薇花“每微风至，夭娇颤动，舞燕惊鸿，
未足为喻”。

紫薇的生命力顽强，寿命极长，可达数百至上千
年。树龄达到数百年的紫薇被称作古紫薇，多长于
原始森林的悬崖峭壁上，经过风雨雷电、山火灾害的
洗礼，形成了它苍劲古朴、筋脉挺露、造型各异的树
桩。紫薇被推为植物桩景“十八学士”之首，古紫薇
更是珍稀不可再生资源，一桩难求。因此其价格快
速升温，体现出增值的属性，北京等地开始出现收藏
的趋势。国家控制野生大树进城后，古紫薇变得更
为抢手。

秋日，青岛古紫薇园里云蒸霞蔚青岛古紫薇园里云蒸霞蔚，，簇锦拥绣簇锦拥绣，，美美
不胜收不胜收。。人们慨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同时人们慨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同时，，又思索又思索
回味着传统文化的魅力回味着传统文化的魅力。。目前目前，，此处正在以古紫薇此处正在以古紫薇
文化和造景为特色文化和造景为特色，，规划古紫薇文旅颐养小镇规划古紫薇文旅颐养小镇、、养老养老
社区社区、、特色创意农业特色创意农业、、田园综合体等田园综合体等，，与即墨千年文与即墨千年文
化古城南北呼应化古城南北呼应，，力求将自然瑰宝更好传承下去力求将自然瑰宝更好传承下去。。
同时根据古紫薇的药用保健价值同时根据古紫薇的药用保健价值，，打造与古紫薇相打造与古紫薇相
得益彰的得益彰的产业链条产业链条，，带动周边的社会效益带动周边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环境效益
和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益。。

其实紫薇的药用保健价值早在明代名医李时珍其实紫薇的药用保健价值早在明代名医李时珍
的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中就有著述中就有著述，，紫薇浑身是宝紫薇浑身是宝，，其花其花、、叶叶、、
木木、、皮皮、、种子均可入药种子均可入药。。民间也有将紫薇花民间也有将紫薇花、、叶或根叶或根
等部位水煎或研末等部位水煎或研末，，配以其他材料配以其他材料，，用以治疗湿疹用以治疗湿疹、、
肝炎肝炎、、痢疾痢疾、、体癣等病症体癣等病症。。现代科学发现紫薇全株含现代科学发现紫薇全株含
有多种生物碱有多种生物碱，，如印车前明碱如印车前明碱、、双氢轮叶十齿草碱双氢轮叶十齿草碱、、
十齿草明碱十齿草明碱、、十齿草吹碱十齿草吹碱、、十齿草碱等十齿草碱等，，还含有紫薇还含有紫薇
缩醛缩醛、、戊醇等成分戊醇等成分，，具有保健具有保健、、杀菌杀菌、、抗流感抗流感、、退热退热、、止止
血血、、活血等多种功效活血等多种功效。。

现代科学还证明紫薇具有很强的防尘抗污能现代科学还证明紫薇具有很强的防尘抗污能
力力，，能分解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能分解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释放氧气释放氧气、、净化空净化空
气气。。在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紫薇生态环保的紫薇生态环保的
功效倍受青睐功效倍受青睐，，很多城市将紫薇做为市花很多城市将紫薇做为市花。。

古紫薇在艰苦的原生环境古紫薇在艰苦的原生环境，，忍耐着岁月的琢磨忍耐着岁月的琢磨，，
成就雕塑般的体态成就雕塑般的体态，，用生命承载着历史文化的丰厚用生命承载着历史文化的丰厚
和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人们美好的愿望，，为人们送去好运与祝福为人们送去好运与祝福。。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平遥县内，始建

于西周宣王时期，被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

古城”之一。也是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市之一。

古城平遥故事多。平遥古城有六门，一头

一尾，四条腿，形似龟。当地民间本子演绎说日

本侵略者曾占领平遥，因敬畏神龟，未对平遥进

行破坏，平遥古城才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登古城墙，赏古城风貌，观银行鼻祖——日

升昌票号、协同庆票号，游览两百年前的“华尔

街”——明清一条街，在平遥“晃膀子”式的游玩

几天，享到的乐趣，别处决然体会不到。

我对平遥有着别样情怀，妈妈、婆婆祖籍皆

是平遥。平遥城里出来的姑娘，和别处不一

样。时髦的说就是金钱观、理财观超前，用山西

别个地界人总结出来的话说就是“忒持家”。

平遥人理财观超前，平遥城发展也处处透

着超前的味儿。作为一个内陆县，平遥举办国

际摄影节已 18 个年头。今年的摄影节，国内

1600 多位摄影师和来自美国、俄罗斯、哥伦比

亚、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英国、古

巴、冰岛、印度、韩国、日本、新西兰等3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200 多位国际摄影师和艺术家参

展。这在全国的众多小城中实属罕见。

每年选择一个字作为展会海报主题字，已

经成为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特色之一。本届大

展公布的主题字为“安”。

《尔雅》对安的解释为“定”，《说文解字》对

安的解释为“静”。所谓安，从大处着眼，是世界

和平、国家安定，从小处看，是每个人都能够找

到安置自我的所在，这所在，可以是物质的，也

可以是精神的。此外，安，是历史的回声，是时

代的旋律，是中国人民不断前行的基础。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是全球摄影人共同的家

园，没有题材的限制，人们可来此安心参展、安

静观展、安逸交流，安恬进入摄影之都。安，是

对每一位摄影师的祝福，也是对一座城的诠

释。此心安处是吾乡。

（以下图片由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组委会提供）

光影平遥
□ 梁 婧

正是“黄粳稻熟坠西风，肥入江南十
月雄，横跪蹒跚钳齿白，圆脐吸胁斗膏
红”的品蟹尝鲜的最好季节。金秋的一
个周末，我与朋友相约来到“千年水乡古
镇，百里湖中绿洲”的江苏苏州市相城区
阳澄湖镇，尽兴品尝“一腹金相玉质，两
螯明月秋红”的阳澄湖大闸蟹。

站在阳澄湖边远眺，水岸芦苇丛生，
湖面波澜不惊。一片片围网围住“茁壮
成长”的大闸蟹，远处船影点点，煞是好
看。阳澄湖大闸蟹，因青背白肚、金钩黄
毛、肥鲜香美、口感好、肉质细腻被誉为
蟹中极品，深受各地食客的追捧。故蟹
的价格不断攀升，五两半的公蟹和母蟹
每只二百元，最低的三两每只也要六十
八元。看来清澈深邃，水草丰美的阳澄
湖生态不错，湖里的蟹儿们活得很滋润，

心情一愉快，肉质就肥美。每到这个季
节，专程赶往阳澄湖品蟹的中外食客也
是年年激增。

品蟹尝鲜，一直被历代文人雅士视
为至乐。如一生甚爱吃也挺会吃的宋代
大文豪苏轼，嗜吃蟹到“但愿有蟹无监
州”的地步，自叹：“堪笑吴中馋太守，一
诗换得两尖团。”“不到庐山辜负目，不
食螃蟹辜负腹。”明代散文家张岱在《陶
庵梦忆》中描写吃蟹的情景，可谓淋漓
尽致、生动逼真：“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
全者，无他，乃蟹。”“河蟹十月与稻谷俱
肥……甘腴虽八珍不及。”人称“蟹仙”的
清代剧作家李渔是位品蟹高手，说起吃
蟹简直就是眉飞色舞，口水狂流：“凡食
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食之……入于
口中实属鲜嫩细腻”“蟹之鲜而肥，甘而
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
极致，更无一物可以上之……独于蟹螯
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
日皆不能忘之。”张岱和李渔，真算得上
明末清初的两位吃蟹名家。“螯封嫩玉双

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这是《红楼梦》
中苏州姑娘林黛玉描述阳澄湖大闸蟹的
色香味，可谓形象、生动、准确。你瞧，
喷香的“嫩玉”“红脂”，光读这诗就足以
让人垂涎欲滴了。章太炎夫人汤国黎
女士在诗中表白更直接：“不是阳澄蟹
味好，此生何必住苏州！”喜爱之情由此
可见。

江南人视吃阳澄湖大闸蟹为最大享
受，自古至今延续不变。如今吃蟹尝鲜，
已逐渐发展为人们聚集亲朋好友的一个
最好机会，尽显亲情或友情，不亦乐乎。

在阳澄湖吃大闸蟹都是现捞的。我
们跟随蟹农来到养殖场，只见湖面上遍
布着竹竿和网围，围网内有几只硕大的
蓝色网箱，蟹农将蓝色网箱从水中吊起
来，把捕捉上来的雌蟹和雄蟹被分装在
不同的网箱里。此时，看大闸蟹翻越网
口的“横行”样子，颇似“攀岩”的架势，八
只脚牢牢地钩在网眼上，露出白白的肚
皮。其闪烁的灵气和内在的气质，令其
他河蟹望尘莫及。

阳澄湖大闸蟹蒸煮皆可，而清蒸是
最普遍、最容易也是最好吃的方法。吃
大闸蟹要的是慢活细功夫，慢慢地剥剔，
细细地品尝，吃的就是耐心，耐心即是雅
趣。蒸好上桌后，我们两手开工打开蟹
盖，掰开通红的尾盖蟹壳和蟹身，揭去蟹
脐壳下面的六角板、摘掉蟹胃蟹肠子，蟹
黄如金，蟹白似玉，蘸上用姜丝、香醋等
配制的调料，送入口中，肥嫩甘怡。吃蟹
腿还是比较简单的，用牙齿咬断长节前
端嘬，然后一拉一吸，一条长长的蟹肉就
出来了。这既品尝了蟹足的鲜美，又体
验了吃蟹的兴味。无怪乎丰子恺的父亲
要说：“吃蟹是风雅事，吃法也要内行才
懂得。”

我们边品尝大闸蟹美味，边欣赏水
天一色的阳澄湖，谈笑风生，惬意弥漫。
作为金秋的日常生活乐事，吃出食文化
的香蕴几分，悟得一种美好优雅，让人品
味到了生活的悠闲快乐。正应了梁实秋
先生那句感叹：蟹是美味，人人喜爱，无
间南北，不分雅俗。

阳澄湖边品蟹乐
□ 林国强

千年古紫薇

花开好时节
□ 赵纯利

紫薇的生命力顽强，寿命极长，可

达数百至上千年，这也是它备受人们

推崇的原因之一吧

“吃蟹是风雅事，吃法也要

内行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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