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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八月的安徽合肥，桂花馥郁芬芳，

满城飘香。

合肥，古称庐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城

市，与桂花有着不解之缘。花开时节，合肥

市民赏桂、闻香，尽享这份浓郁的雅致与浪

漫。为了不负花香，人们还将桂花收集起

来，做成美食，让花香在味蕾之上流连绵延。

在合肥，桂花成为烟火市井中不可缺少

的元素，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也见证着这

座城市的发展。

融入生活，满城飘香

合肥栽种桂花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数百

年前。在合肥市庐江县百花村，有一株高6

米、胸径2.7米的古桂花树，已有300余岁。

无独有偶，在距离百花村不过10公里

的郑家庄园，尚存10株百年以上的古桂花

树。郑家庄园建于1880年，原为晚清书法

家郑临川的宅院。这座5000余平方米的

徽派庄园内，历经百年的桂花树依然枝繁

叶茂，花开满枝。

在合肥居民眼里，桂花是有特殊地位的。

合肥市庐阳区城管局绿地科副科长陈

有祥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人，在他的记忆里，

当地人如果有条件，总想在自家院子里种上

一株桂花树：“桂花容易存活，香味沁人心

脾。而且桂花谐音‘贵’，有富贵祥和之意，

深受大家喜爱。”

在合肥，桂花不仅生长在民居院落，更

遍布大街小巷。其中，最常见的桂花品种是

潢川金桂，另外，波叶金桂、朱砂丹桂等品种

也深受市民喜爱。

“七桂塘，金桂飘香；八蜡祠，凤凰拜朝；

九狮桥，正对三国古庙；十字街，十分热闹。”

这首传诵已久的当地民谣，道出了合肥老城

与桂花的渊源。

七桂塘位于合肥市的老城区庐阳区，

相传这里曾有若干池塘，池塘边曾种有7

株桂花树，每到桂花飘香的时节，观赏者络

绎不绝，为合

肥一景。

20 世 纪

80年代，七桂

塘被打造为合

肥第一条商业

步行街。街区

正中设计了7

个叠式水池，

在水池内设置

了形态各异的

石雕。同时特

意种植7株桂花树，与七桂塘得名的传说形

成了呼应。

如今的七桂塘，桂花树早已不止7株。

四季常绿的桂花树，平日看起来似乎并不起

眼。它们默默等待着秋天来临，待金黄细蕊

缀满枝头时，用香气充盈街巷，吸引行人。

品鉴桂花，可以到七桂塘菜市场，尝一

尝糯米桂花糕，感受花香滋味。或者到不远

处的老字号店家，吃一块桂花烧饼、喝一碗

桂花赤豆糊，唇齿留香，满心暖意。

遍布街巷，花城相映

小区里、马路旁、公园中……桂花已经

浸润到合肥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用刻

意寻找，只在不经意间，人们便会与桂花悠

然的香气相遇。“在合肥绝大多数的绿化带、

居民小区，所有的大中型公园都能找到桂

花。”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造林和产业发展

处处长余明荣说。

1984年，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将桂花确定

为市花之一。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园林

花卉研究所原所长胡一民回忆，1986年，合

肥市政府在东门外环城河边修建了一个“市

花市树园”，占地72亩。园内遍植市花、市

树，并制作了市花市树的宣传栏，让市民对

市花市树有更全面的了解。

合肥哪里的桂花最多？答案一定是合肥

植物园。合肥植物园是我国重要的桂花资源

保育基地之一。合肥植物园科研科普中

心主任詹双侯介绍：“目前合肥植物园共

有桂花74种3940株，占全国现有桂花登

录品种总数的54%。”

2003年，合肥市在合肥植物园举办

了首届桂花展览会，来自全国的桂花在

此竞相绽放。此次桂花展吸引观众达

10多万人次，也使得作为市花的桂花更加深

入人心。如今，合肥植物园每年都会举办桂

花展。

在合肥植物园，我们还能看到合肥特有

的桂花品种——“庐州黄”。“‘庐州黄’正是

2003年桂花展览会期间，在合肥植物园发现

并命名的。‘庐州黄’属于银桂，叶片边缘分

布有细小的锯齿，花朵则呈现出淡黄色。”胡

一民说。

“庐州黄”之名将合肥的古称与桂花的颜

色相融，折射着这座城与桂花的不解之缘。

装点城市，见证发展

在合肥市董铺水库，有一座不足3平方

公里的半岛，名叫科学岛，是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所在地。

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如今的科学岛三面

环水、绿树成荫，一栋栋科研楼矗立其中。

在科学岛上，作为绿化树种的桂花随处可

见，桂花的香气成为伴随一代代科学岛人科

研攻关的特别记忆。

曾参与“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

聚变实验装置（EAST）工程建设的科研人员

王玲曾在博客中写道：“我们研究所的办公

楼（四号楼）前有几株桂花树，在这金秋时

节，微风吹来阵阵花香，让人感到生活是如

此美好和甘甜。”

如今，就在四号楼不远处，EAST和稳态

强磁场实验装置两大国家大科学装置已建

成并运行，一次次刷新着世界纪录。依托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合肥也成为国家正式批准建设的

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在合肥市区，还有一朵醒目的“桂

花”——合肥美术馆。作为合肥市的地标性

建筑，合肥美术馆的外立面以桂花为创作原

型，并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吴山铁字、烙画

葫芦的技法，通过镂空桂花图案变化组合，

形成虚实渐变的生动效果，看起来仿佛朵朵

桂花在竞相绽放。每朵花瓣的孔洞中还布

设了灯光设施，夜间，金黄色的灯光从墙面

透出，又为朵朵桂花赋予了灵动的色彩。

如今，合肥美术馆已完成了工程建设。

热爱生活、锐意进取的合肥人在等待它“绽

放”的同时，也在满城花香中阔步迈向更美

好的明天。

合 肥 城 里 桂 花 香
人民日报记者 罗阳奇

一朵花读懂一座城一朵花读懂一座城

图①：合肥特有的桂花品种“庐州黄”。 童效平摄（影像中国）

图②：合肥植物园内的桂花。 合肥植物园供图

图③：合肥街头，金灿灿的桂花，星星点点地绽放在绿叶丛中。

解光文摄（影像中国）

图④、图⑤：位于合肥的安徽大学磬苑校区，桂花盛开，香气馥郁。

王艳芳摄（影像中国）

图⑥：合肥植物园内的桂花。 合肥植物园供图

图⑦：位于合肥的中国电科38所园区内，满树桂花在枝头绽放。

骆先洋摄（本图为栏目与合肥日报微博联合征图活动入选图片）

图⑧：合肥美术馆外立面以桂花为创作原型，目前已完成工程建设。

陈三虎摄（影像中国）

桂花，常绿小乔木或灌木，我国十大名花之一。因其常在农历八月开放，也被称为“八
月桂”。按其开花特性，品种分秋桂类（包括金桂、银桂和丹桂，主要在秋季开放）、四季桂类
（月桂，3—11月每月均可开放）和彩叶桂类（以观叶为主，3—11月开放）。桂花开放时，“叶
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满树花香，逾月不绝，获誉“独占三秋压众芳”。金桂花香最盛，四季
桂、彩叶桂香味较淡，但花期长。桂花喜阳、喜洁净、怕积水，露地栽植或盆栽均宜。

资料来源：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

合肥·桂花

（载2024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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