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悠石榴情

"榴者，天下之奇树，九洲之名果""华实并丽，滋味亦殊。商秋受气，收华敛实，

千房同蒂，千子如一。缤纷磊落，垂光耀质，滋味浸液，馨香流溢。"这是晋代渊岳《安

石榴赋》中的一段文字。它以生花妙笔，把石榴花果的生姿生态，色味香形描写得千

媚百态，美不胜收。

悠悠岁月匆匆过，最是难忘石榴情。

石榴，又叫安石榴，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在热带是常绿树。树冠丛状自然圆头形，

树根黄褐色，树高可达 5-7m，一般 3-4m。但矮生石榴仅高约 1m 或更矮，树干呈灰褐

色，上有瘤状突起，干多向左方扭转，浆果呈球形，顶端有宿存花萼裂片，果皮厚。

外种皮肉质半透明，多汁；内种皮革质。种子多数。每年的春天一到，石榴树便发出

嫩芽，先是黄黄的，恰似伸出的食指和中指形成的剪刀，嫩黄的叶子长满整个树身。

◎ 杨永新（大理水务产业投资公司）



随着天气的变化，嫩芽慢慢地由黄变绿，接着，便开出鲜红的小花，花的前端小嘴张

开，露出几根花须，中间是一段绿色的皮，根部相对粗壮，连接在树枝上。小花落后，

石榴前面的“小嘴”闭上，在太阳的照射下，由小变大，由绿变黄、变红。秋天来了，

石榴也就熟了，每到中秋，月饼和石榴是家乡过节必不可少的食物和水果。

四十年前的那个中秋前夕，叔叔家的那棵石榴树，因为结的果实又大又甜，中秋

节前已被亲戚邻居摘得所剩无几，留下的几个因为在树枝的顶端，不用特殊工具，没

有办法摘下来。就这几个，在秋风的吹佛下，左右摇摆，煞是惹人喜爱。中秋节那天，

我和堂弟在家中玩耍，两个人都盯上了树顶上的那个又大又圆的石榴，在争论无果的

情况下，我们几乎同时往树上爬，本来就脆弱的枝干，怎能承受我俩的重压，我们在

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只听“咔嚓”一声，同时从树上摔了下来，我因为体重稍轻，摔

得并不重，堂弟因为体重大，又是最先着地，因此受了重伤。在家忙着过节的叔叔婶

婶闻声从室内跑出来，以为是我欺负了堂弟，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父母知道后，也

不依不挠，说叔叔婶婶不问青红皂白，蛮不讲理护犊子，两家大人为此越吵越凶，结

果还大打出手，就因为这小小的石榴而结下了怨恨，彼此不相往来了一段时日。直到

第二年春天，我父亲跑到十多公里外的集市上，高价买回来一棵一米多高的石榴树苗，



亲自栽种在叔叔家的院子里，两家的关系才和好如初。

二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我所在的部队到宾川州城进行野外驻训。野外驻训也就是

把部队从营区拉出来到野外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当地条件的限制，我们一个排的人全

部住在一户老乡家里。宾川县虽然属于大理州管辖，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气

候炎热，非常适宜种植热带水果，石榴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老百姓几乎家家都种石

榴树。我们去州城驻训时，正是石榴成熟的季节，看着又大又圆又红的石榴，我们个

个都馋涎欲滴。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野外驻训动

员会上，部队政委专门强调，在这次野外训练时，一定要把纪律放在前面，在驻训期

间，我们为老百姓干点农活是应该的，个别群众即使主动给我们鸡蛋或者水果等物品，

我们也坚决拒绝，实在推托不掉，一定要折价给予补偿。在野外驻训期间，我们这帮

年轻人，总喜欢围着老乡家的石榴树看，时间长了，老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但石榴

没有完全成熟，老乡只好默记在心。不知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原计划此次驻训要到

十月底才结束，中秋节前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上级命令，部队野外驻训到此结束，全体

官兵立即返回营区。老乡得知消息后，借着皎洁的月光，摘下了三十多个又大又圆的

石榴，每人送了一个，悄悄塞进我们的背包，我们像做贼似的不敢声张，带着老乡送



的石榴返回部队。夜深人静时偷偷摸摸地剥开石榴品尝，剥开黄皮之后，一粒粒紫红

的果实晶莹剔透，小心翼翼地取出几粒放入口中，轻轻一咬，汁水满嘴，甜似蜂蜜，

这甜非同一般，是军民鱼水情深的真实写照。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石榴新的内涵，他说：“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

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是的，石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吉祥之物，多子多福的象征，恰如中华民族大家

庭的多民族特色。习近平总书记用“像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来比喻“各民族团结”，

形象贴切、寓意深刻，饱含期望、意境深远。

小小的石榴承载着我太多的记忆，这记忆很深很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