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少男少女的相思树，也是夫妻恩爱、邻里和睦
的吉祥树，更见证了一株树与一侨校的传奇。

“昼开夜合一树香，羽扇轻摇舞长空；谁把相思写
满树，一丝一缕都合情。”“合欢”寓意“言归于好，合家
欢乐”之美意。这种珍稀、浪漫的合欢树，在福建沿海
并不多见，而在东海之滨著名侨校——惠安县荷山中
学却独此一株。历经三生三世，它一直种在成千上万
荷山师生的心灵花园，从未褪色，从未失香。

合欢树下 岁月静好

仿佛是天作之合，合欢树与荷山中学相伴相随。
1950年，著名爱国侨领刘玉水先生倾资兴学，创办荷
山中学。那时，合欢树也在校园西边八角楼旁落地生
根。刘校主“万两黄金办学校”的壮举，换来荷校的成
长壮大，逐步跻身“闽南三大侨校”之列。斗转星移，
合欢树亭亭如盖，花影参差。它立于校门口，像慈祥
的母亲，张开双臂，迎接背着书包的学子跨进校园，投
入荷校的怀抱。早晨，学校领导迎着朝阳站在树下，
注视着走进校园的每一个学子。在师长的殷切期望
和教导下，同学们开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奋进
模式。

一生一世，与树相依。奇特、迷人的合欢树与大礼
堂、八角楼成为荷校“三宝”，承载着广大师生的集体回
忆，也成为数万校友爱校护校的寄情信物。浓荫蔽日
的合欢树下，是同学们读书、健身、纳凉、休憩、交友、聚

会、联欢的好地方。每过一段时间，新华书店入校摆
摊，师生们汇聚树下淘书，畅游知识海洋。冷暖交替的
季节，有的家长送衣送棉被给子女，也常常在树下等
候。入夏，美如丝绒的合欢花盛开，风吹过，吐露阵阵
芳香，清新脱俗，令人陶醉。每一届高三、初三学生，都
会聚集在合欢树下唱响毕业歌，留下青春的誓言和难
忘的合影，留作一生的珍藏。

风华再现 合欢如初

然而，经过六十多年的风吹雨淋、日晒寒欺，合欢
树走到了生命尽头，在2015年的秋风中枯萎。消息传
开，一波思树恋花的图片和文字汹涌而来，“回忆杀”蔓
延。“生命中的树”，校友们深情回忆与告白：“仍是西楼
月，犹照合欢树。”“别梦依依到荷园，明月依旧照合
欢”……

为满足广大校友的共同心愿，学校与校董会商定
重新植树。漳州校友张耀辉勇担重任，四处寻找，终于
在一户人家找到神韵相近的合欢树，由初中91届3班
集体捐赠重植。2016年4月24日，运送途中，由于树
冠巨大，在高速路口被滞留。清晨，众多校友闻讯后纷
纷协助。终于在午后的蒙蒙春雨中，合欢树成功移植
到荷山中学。很快，二代合欢树融入校园，枝繁叶茂，
花香四溢，成为一道美丽风景线。著名书法家王国文
和荷山校友总会会长庄晏成一行回到母校，喜看合欢
树生机盎然，挥笔题下“合欢树 初中九一届三班全体
同学重植”，成就那年春天的一大盛事。

合欢新章 繁花共赏

二生二世，合欢树见证荷校蜕变。往昔尘土飞扬、
风沙弥漫的景象不见了，侨亲、校友慷慨捐赠，一座座
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错落有致，花园式侨校笑对天
风海涛，荷山中学顺利通过省一级达标高中复评。走
过，路过，看过，听过，荷山中学一直传颂着校主倾资办
学、校友倾情助学的故事，教学相长，齐头并进。合欢
树花美叶奇，安五脏，和心志，悦颜色，治愈少年同学
心。然而，2023年7月，“杜苏芮”超强台风袭击惠东
沿海，合欢树不幸被狂风暴雨连根拔起。

合欢树的命运，再度牵动所有校友的心。热心校
友张冬梅传承其父张耀辉爱校兴学之风，接棒寻找合
欢树。她与校友跋山涉水，终于在广东省中山市找到
心仪的合欢树，重金购买并运回母校。2024年5月1
日早晨，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荷山中学举行，又是初
中91届3班集体捐赠，合欢树再度移植荷园，演绎了
校友与母校不离不弃的浓浓情愫，延续了校友对母校
的美好祝愿，抚慰着莘莘学子的心灵。

三生三世，合欢树不负所望，努力向下扎根，向上
生长。落地仅三四十天，竟开花了，芬芳四溢，喜上枝
梢。今年，荷山中学高考、中考取得惠安县第三、第二
的佳绩。树有灵，花有语，花香与捷报悄然相约。

花妍天地香，人俊才贤颖。是的，美丽的合欢树。
合欢、合欢、再合欢，她在枝头笑开了花。

（陈鸿鹏 许碧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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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三世合欢树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的第 15个节
气，当太阳到达黄经165度时，初秋温柔
谢幕，深秋款款而来，白露，这一诗意的
节气，便登场了。“一场白露一场霜”，白
露是全年昼夜温差较大的节气，节气到
了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
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以四时配五行，
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
露”。

古人根据对大自然的观察，将白露
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
候群鸟养羞。”意思是说这个节气，鸿雁
与燕子等候鸟南飞避寒，百鸟开始贮存
干果粮食以备过冬。而此时的田野间，
也洋溢着沉甸甸的收获喜悦，农民忙着
收获庄稼，正所谓“抢秋抢秋，不抢就
丢”。古人对白露有着特别的情感，他们
不仅视其为季节的转折点，更是赋予其
诸多民俗传统。

茶韵悠悠，尤在白露显风华。“春茶
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民谚至今
仍在吟唱。白露茶就是在白露时节采摘
的茶叶，此时的茶树经过夏季的酷热，白
露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佳期。白露
茶既不像春茶那样鲜嫩，不经泡，也不像
夏茶那样干涩味苦。品一口，清香甘醇，
仿佛能品出整个秋天的温柔与深邃。家
人朋友围炉而坐，茶香袅袅间，谈笑风
生，温情满溢。

食在当季，味在心头。福州有个传
统习俗叫“白露必吃龙眼”。龙眼本身就
有益气补脾、养血安神等功效，而白露时
节的龙眼具有个大味甜口感好的特点。
福州人深信白露龙眼之滋补，果肉饱满，
甜而不腻，滋养身心，是季节的馈赠。老
话讲，不管是不是真正大补，吃了就是
补，所以福州人至今还延续白露吃龙眼
这一习俗。

而远方的苏浙水乡，白露酒酒香四
溢，那是五谷精华与时间的佳酿，甘甜中
带着一丝微醺。白露酒由当地居民用糯
米、高粱等五谷杂粮酿造而成，味道甜美
且略带一丝清爽，成为款待宾客的佳
品。人们举杯相庆，不仅是为了这季节
的更迭，更是为了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
执着。

白露时节，人体常会感觉“秋燥”，此
时适宜吃营养丰富、容易消化的食物滋
补身体，俗称“补露”。在浙江温州、苍

南、平阳等地，民间有“采十白”、吃“十样
白”的习俗。也有“白露时节吃五白，大
病小病都不来”的说法，“五白”指百合、
银耳、白萝卜、豆腐、番鸭五种白色食材。

白露悄然而至，秋韵渐浓。此刻，微
风轻拂，携带着丝丝凉意；皓月当空，洒
下清冽光辉，每一缕风吟，每一叶轻舞，
皆在细诉着秋的温婉诗行。

泡一壶白露香茗，茶香袅袅，宛如时
光悠长，静享岁月安然；斟一杯白露佳
酿，甘甜中透着清新，不仅温暖了身躯，
更深深触动心弦。白露，不仅是自然界
更迭的序曲，更是人文情感细腻流露的
时节。那些世代传承的习俗，不仅丰富
了我们的生活，也让这份季节之美更加
生动而真实。

（韩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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