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涂文静 记者 董艳芬

除了丝丝的秋风凉意，提醒着人们秋天的到来，还有那阵阵的桂花香。这几天走在路
边，小区里，一阵风夹带着甜甜的香味，这就是桂花的香味，就是秋天特有的香气。在合肥，
哪些地方闻花香最赞呢？记者打探了一番！那么，带着悠闲的心情，闲散的步伐，置身于桂
花从中，去感受一场“嗅觉盛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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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NZOUBIANKAN边走边看带着这份“赏桂地图”
感受秋季“嗅觉盛宴”吧！

飘香柘皋
□李夏

合肥植物园——桂花品种最齐全
合肥哪儿的桂花香味醇正、品种齐全、

种得最多？——首当其冲，那一定是合肥市
植物园。

植物园的桂花品种和数量繁多，有金
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多个桂花品种。每
年秋季，合肥植物园都举办桂花展。 石榴
桂花园、桂园、水景园南侧，都种了很多桂花
树。园子里还有不少桂花树都是四处“搜
罗”而来，金桂、银桂、丹桂，颜色齐全。

【小贴士】公交：乘8路、108路，在“植物

园”站下车。

逍遥津公园——香不醉人人自醉
逍遥津公园里，桂花广泛分布，有金桂、

银桂、丹桂等多个品种。中央草坪北侧有几
十株比较大的桂花树。这片丛生桂花树中
还有不少是赤红色的丹桂，香气特别浓。秋
凉的黄昏，在草坪上铺张餐布，看看书、聊聊
天、闻一闻从桂花丛中漫出的香气，积存一
个夏天的燥热都能被驱散。

【小贴士】公交：乘2路、15路、48路、106

路、136路，在“逍遥津”站下车。

环城公园——“翡翠项链”溢暗香
也许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合肥的“翡翠

项链”——环城公园里，也有不少桂花树。环
城公园北半环的合肥市图书馆附近以及南半
环的银河景区，桂花树数量相对比较多，路过
的朋友不妨努力吸气，好好地闻一闻。

包公园：一枝桂花出墙来
包公园里桂花树比较散落，但包公祠内

倒是集中三十来株，最大的树冠也有半间房
大了。据了解，这里的桂花有几十年的历
史，树冠郁郁葱葱，芳香沁人心脾，品种有金
桂、银桂、月桂等。

【小贴士】公交：乘坐6、11、119、154、226

路公交在“包公园”站下车。

大蜀山森林公园——散步林间
好惬意

大蜀山西扩景区内这几年许多区域也都
栽植了桂花树，桂花现已陆续开放，国庆期间
大家也可前往赏桂花。如今景区内拓宽的路
面也特别适合在桂花香里散散步、骑骑单车。

【小贴士】公交：乘 20 路、44 路、48 路、

118路、234路在“蜀山森林公园”站下车。

寿春路——逛街赏花两相宜
四季常青、香气怡人、适宜合肥水土，桂

花在合肥市民当中，“好评率”特别高，也被大
家选为合肥的市花。在寿春路桥头、市树市
花广场上，集中栽了一些桂花，一直延伸到整
条寿春路两侧。去步行街逛街的朋友，最近
两个月倒可以选择在寿春路上压会儿马路。

稻香楼——楼内老桂吹古香
稻香楼是合肥老城里景色最好的地段，

稻香楼内其实也有不少桂花树。

黄山路——一路桂花香做伴
其实在合肥的城市绿化中，桂花一直都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很多道路两侧都
栽植了桂花。最典型的有黄山路，整条路
段都栽有桂花，家住附近或途经的市民朋
友每天出门都能闻到香。

临泉路西段：香比余花分外浓
临泉路西段、板桥河附近道路两侧的绿

化中，也栽植了不少桂花。跟别处不同，这
段路的规划栽得特别密集，大多选用了 1.5
米以下的桂花树，密密地栽成一排作为绿
篱。去年秋天，也数这段路的香味最浓。

如果你热爱旅游，如果你喜欢边走边记，边走边摄，欢迎来稿，跟大

家分享你旅游的故事和感悟。文字和照片均可。

投稿邮箱：xxss1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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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与友人
同游柘皋，他将我领
进 了 一 间 老 酒 坊 。
这酒坊有近七十年
历史了，在那里，我
头一回看见了古旧
的窖池及酒糟，甚是
惊艳。可以说是一
缕酒香引我来到古
镇的。

在巢湖，乃至合
肥市范围，柘皋称得
上历史悠久，可追溯
到西周和春秋。午
后，我们徜徉于柘皋
大桥上。友人告知，
这座建于上世纪七
十年代的钢筋混凝
土大桥，其前身却是
春秋时一座简陋的
木桥——孔难桥，它
因何得名呢？相传
孔子周游列国时，准备在柘皋一带讲学，他们驱车疾行，岂料欲速
则不达，马车从孔难桥翻落河中，随身携带的书简全被河水浸湿，
落了难。弟子们将其捞出，晒在河边的土墩上，此墩又因此得名晒
书墩，我们在河边找到了它——一面斜缓的青青山坡，生长着绿树
和一些庄稼、菜蔬。然而一缕缕书香文气却氤氲浸染，漫漶两千余
年。上世纪四十年代，青年鲁彦周从柘皋走出，问鼎文坛，终以《天
云山传奇》等佳作巨著，为安徽矗起了又一座大山。

秋天的早晨，我们特地赶往柘皋去吃早点。行走在古镇的街道
上，两旁多是古旧的徽派建筑，据说最久的建筑已有 400 年历史
了。走到古镇的中心地带，兀地看见街口立有一块“北闸老街”石
碑，前面就是一条不太宽的青石板街，青石路面光滑如镜，路中央还
留有或深或浅的独轮车车辙，记录着那流逝的光阴。街道两侧多为
一阁一底楼舍，上层居住，下层是门面，老房子斑驳的墙体上，“胡德
成缫丝店”“桓记号南北货”这样的字迹依稀可辨，房舍青砖黛瓦，多
为屏门格扇、雕梁画栋、翘角飞檐，两家相连处还有风火墙。建筑上
的木雕和石雕造型逼真，精致典雅，古色古香，看着赏心悦目。

号称“天下第一铺”的李鸿章当铺也坐落在古街中段，店铺前
后有三个大开间，三座高大的石门门额正中间雕刻着八仙图，虽然
历经百年风雨沧桑，这些图案依然清晰可见，栩栩如生。

看着走着，却嗅到了一阵阵香味，那是香油和食物混合的香
气，我们蓦地想起此行的目的——吃早茶——这是当地人的说
法。在老街上，无论是修葺一新、装潢考究的“迎湖轩”，还是那种
上门板的早点铺，都经营“早茶”生意，我们选了一家大众化的早点
铺，进门落座。店主介绍道，柘皋的早点小吃，随便数数就有十几
样：“面皮”、“狮子头”、“鸡杂碎泡饭”、“响淋锅巴”、“鸡蛋锅贴”、

“拌千张”、“生煎包”、“油炸麻花”、“三尖子包油条”、“芹芽馅春
卷”……其中，柘皋早点的代表作之一“面皮”，独具风味，它根据食
材的不同分为“面面皮”和“米面皮”。

一路上我在想，如果将合肥周边的环巢湖十二镇串联成项链，
无疑，柘皋堪称其中一颗耀目的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