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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说的是松江有位“桂花王”，原名谢

京白，人称“大白”，早年从事房产开发，后在松

江叶榭镇据说是“董其昌的外婆家”盘下沃土 80

余亩，冠名“叶家花园”（董其昌母家姓叶），一

不搞珍稀养殖，二不搞有机蔬果，却大事收集桂

花树，历年来植桂千余株，其地坐落在张星公路

188号，时近中秋，香溢四乡，邑人相告：虽沪上“桂

林公园”亦不能及也！

笔者入秋后与大白一晤。夸张点说，花期盛时，

路人得小心熏得“跌跟头”。

入园则飞阁流丹，亭榭照水而轩台临风，东

楼与南楼都是绿荫掩映的仿清

建筑，向西百步则有仿清大跨

院“桂花堂”，青砖履地，假山

耸秀，我问大白，桂花千株，是

何感受，大白说，千辛万苦，一

言难尽！

桂花自古就是经典名花，

分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

大品系，每个品系又有很多品

种，如金桂有 43 种，丹桂有 37

种……若一一培育真不知要猴年马月，而散在民

间的、没被收录为“古树名木”的真不知有多少！

“大白”便出动人力财力，全国范围地收集，

为此组织了“桂花侦缉队”，四处打听，考虑到

运输便利，重点关注江浙皖赣四地，他们在网上

放出消息，也留意绿化部门的网信，可以说哪里

有城建动迁，路桥重建，“新农村建设”，那里

就有大白的“侦缉队”的身影，因此无数的桂花

分别来自学校、工厂、商圈、农家，特别是各地

老城区的改造，比如镇扬、苏锡常地区，那里的

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前人当年种桂花，都是性情人，

专挑嘉种入住，到如今，动辄都是百年老树，镇

江一市民，动迁前，抱着桂树痛哭，大白上前一看，

种在断垣残壁之间，平时没人理睬，要走了忽然

想起是爷爷当年手植，希望他能收留，随便给个

价都行，只求别遗弃了它。大白移回家，翌年盛开，

一株状元红！丹桂中的翘楚，红珊瑚一般艳丽；

太仓有一老太，面临“农改”搬迁，一株老桂眼

看要湮没在瓦砾堆里，白送，没人要，被“队员”

发现，大白又一次赶到现场，一瞅就是棵名种，

给了老太一个公平价，老太临行给老树系上了红

绸带，说，我今年 90 岁了，这棵树是我 15 岁嫁

过来的那天，我公公亲手种下的，希望家有贵子，

如今我放心啦！

翌年怒放，竟然是棵金桂中的“金球桂”！

但见花芽密集，盛开时数十朵小花聚集在同一个

叶腋点围成一个个花球，十分

壮观，它的叠生芽要比其他的

金桂多出 2--4 倍，可见它的盛

容了，且伴浓香，送得很远很远。

“那么，贵园有无自己繁

殖的桂花？”我问。也有，他回答，

桂花的繁殖基本是扦插和嫁接。

扦插的生长期太慢，嫁接的砧

木呢，主要用女贞，优点是长势

旺，缺点是，花香虽浓但送不远，

好的桂花像幽兰，身处深山而香溢山外，人称“王

者香”，所以园内桂花还是以搜求“原生”为主，

“比如它，”他指着园内的“桂花王”说，这棵老

大，杆径超过 60 厘米，是棵银桂，南通地区过来

的，离村时就让我赔了5000元，因为体量太大了，

把人家的屋角给拉掉了一块。走公路，也要绕路，

也是因为块头过大，结果 2 小时的路程花了我 5

个小时，时值盛暑，正是移树的禁绝期，为使它

存活，除了多带娘土，一到此地我就在它树冠顶

部挂了个“大花洒”，外面还盖防晒网，日夜保湿，

总算安然度夏。

谈起未来，大白说近来正在研究叶榭镇志，

董其昌既然在此长大，“外婆家的故事”也就很

值得挖一挖，都说松江是上海的文化之根，此言

不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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