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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来临，在漳州圆山脚下，水仙
花星星点点撒满各个角落，空气中充
满了甜甜的花香。许多市民闻香而来，
在一大片花海中与水仙花近距离接
触，不时掏出手机记录下精彩瞬间。

水仙花在漳州已有 500 多年的栽
培历史。据蔡坂村《张氏家谱》记载，明
景泰年间（1450—1456 年），在河南为
官的族人张光惠告老回乡时，船过洞
庭湖从水面拾得两颗水仙花头，带回
家乡在圆山脚下的琵琶坂种植。没想
到圆山周围的土壤、水质、气候十分适
合水仙生长，此后水仙花日益繁衍，扩
至邻村，到清代末叶，面积已达 800 余
亩，并开始销往吴越等地。

重修于清乾隆年间的《蔡苑张氏
家乘》记载道：“水仙之种，出自海山，
沿海之滨。四五月间售之。土人以归蓺
以经。每本各有大颗、小颗，附者二三，
大花或者数朵。取乾笼之，以贩南粤，
即广东也。归而市其所有以来，往返之
利甚便。世荷光父子务营之，居者种，
行者斋，竭其膂力，以图所欲。”这段描
述，不仅记载了水仙花种植地在哪里、
如何种植以及水仙花形状，还描述了
世荷光父子负责销往广东一带。“蔡苑
就是现在的蔡坂，也叫琵琶坂。说明当
时水仙花种植在圆山琵琶坂一带村庄
已 经 有 一 定 规 模 ，并 形 成 了 产 销 链
条。”漳州文史专家江焕明说。

张建忠是土生土长的九湖镇蔡坂
村人。张家祖祖辈辈都在圆山脚下种
植水仙花，张建忠也继承家业，以种植
水仙花为生。

张 建 忠 回 忆 说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初，种植水仙花为当地农民带来不错
的收入，一亩可盈利 2000 多元。2000
年，整个漳州种植 1.2 万亩水仙花，仅
九湖镇的七个村便有 6000 多户种植
户，2.6 万多人从事水仙花种植、销售
产业。

水仙花不仅是“漳州三宝”之一，
还是漳州的市花、福建的省花、中国十
大传统名花之一。因为水仙花象征着
吉祥如意，在很多地方，每到新年，人
们都喜欢清供水仙，点缀作为年花。

“这些年的央视春晚，嘉宾席的桌
子上都摆放着水仙花，而这些‘凌波仙
子’都来自‘中国水仙花之乡’——漳
州。”林海金在北京经营着一家水仙花
专营店，2000 年以来，他培育的漳州水
仙花频繁亮相央视春晚。

困困 顿顿

水仙花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
尴尬境遇。

“近年来，水仙花的种植成本不断
攀升，而水仙花的价格不尽如人意。”林
丽容是水仙花的种植大户，她在圆山脚
下种植 864亩水仙花。今年的春节比往
年来得晚些，她种植的水仙花在年前已
经销售了 80%，但她高兴不起来。

“春节临近，水仙花的价格有所上
涨，但是利润依旧不可观。”她坦言，目
前，水仙花主要以人工栽培为主，机械
化生产水平低。每逢到了水仙花采收
的季节，都要聘请工人来采挖水仙花
球。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干这种脏活累
活，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用工成本也随
之水涨船高，一名工人的费用为 180
元/天，外地来的工人还要补贴往返车
费。加上肥料、农药、机械、土地租金等
成本，留给花农的利润寥寥无几，一亩
水仙花的利润只有两三千元，因此，花
农种植水仙花的积极性自然不高。

在漳州水仙花研究所所长张益强
看来，漳州水仙花当前的价格远远低
于价值，原因之一是低价倾销带来的
恶性循环。他认为，水仙花不是生活必
需品，其销售量相对固定，即使再便
宜，市场的需求量也不可能大幅增长。
而部分花农以次充好，低价倾销，会让
水仙花产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对水
仙花的生产销售产生很大的危害。

品种单一、花期短也是困境之一。
虽然水仙花自身具有极其优秀的潜
质，但由于品种单一、花期短，减弱了
人们对水仙花的喜爱和兴趣。并且，随
着市面上花卉品种的增加，消费者有
了更多选择，使得水仙花的销售量有
所降低。

数据显示，2000 年后，漳州水仙花
的种植面积陆续减少，平均每年减少
几百亩至上千亩。目前，漳州水仙花全
市种植规模仅剩 5000 亩，一些花农纷
纷改种经济效益较高的花卉。

“原本，圆山脚下的土地资源较为
分散，人均耕地面积少，难以形成规模
种植。一些散乱污小作坊和以三角梅为
主的花卉苗木种植，造成环境破坏、土
壤污染、水土流失、水沟黑臭等问题。”
漳州圆山水仙花发展有限公司生产部
负责人黄继忠说，为了稳定水仙花基地
面积，2019 年，《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推进水仙花原产地保护和产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出台，划定漳州水仙花原产
地保护区范围约 6000 亩，分为核心区
和控制区两个部分，确保 3000 亩核心
区土地作为水仙花的永久种植基地。

同年，由漳州高新区财政局全资控
股的国有企业——漳州圆山水仙花发
展有限公司孕育而生。该公司作为实施
水仙花保护和发展的主体，负责水仙花
原产地保护区的种植、管理、经营。

2021 年，作为“山水林田湖草沙”
的项目之一，漳州水仙花种植区农地
生态提升与农田整治工程启动建设。
由漳州圆山水仙花发展有限公司将项
目区内已硬化的地块和部分耕种杂乱
的土地恢复为可耕作良田，新增复垦
土地面积近 1200亩。

“我们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
生产经营模式，将土地统一收储后，再
返租给花农。”黄继忠说，政府补贴后，
花农承租土地每亩只需 200 元～600
元，吸引了 100 多户花农参与水仙花
种植。

得益于此，原本只种植 2 亩地的
张建忠也将种植规模扩大到 10 多亩。

“我们采用水旱轮种的传统种植法，每
年 6 月到 10 月是水仙花休眠期，这段
时间通过轮种水稻，能够增强土壤肥
力。同时，水稻种植时，田里还需要定
期灌溉水，也可以消杀田间的小虫、细
菌，有利于提升水仙花的种植环境。”

金金 瓣瓣

事实上，除了极寒和极
热的地方，其他地方都能种
植水仙花。

在我国，种植水仙花主
要有福建漳州、平潭以及浙
江东山、上海崇明等四地，
而漳州水仙花种植就占 90%
以上。

2012 年起，漳州水仙花
研究所陆续引进水仙花品
种，最高峰时曾引进 100 多
个水仙花品种。然而，短短
三年，适者生存，诸多品种
中仅剩不到 10 个品种引种
成 功 ，这 其 中 包 含 玫 瑰 水
仙、黄花复瓣等新品种。

1984 年至今，只研究出
这一个稀罕物。突破议价权
的，当属今年大卖的新品种黄
花水仙，也称“金水仙”。

“原先每粒白水仙
花 球 的 售 价 约 5 元 ，
今年每粒‘金水仙’
花 球 的 售 价 约 20
元。”张益强介绍，这是
由福建农林大学园艺遗传
育种研究所选育的新品种，最
大特点是比白水仙的花期多半个
多月。

拨弄水仙花的纤纤叶片，品种差异
一目了然。“水仙花属于花叶同源，花芽
和叶芽都从鳞茎生出。你看这新品种，
叶子短就不抢花的养分，花一定开得
好。”张益强坦言，水仙花传统品种的花
叶长势如小葱一般，往往茂密修长，那
么花朵一定开得少，花期短。

“水仙花的体细胞中含有 30 条染
色体，属于三倍体，不生不育不繁殖，很
难进行变异和杂交。只有二倍体和四倍
体才有可能进行杂交。”张益强介绍，原
先“金水仙”是用二倍体杂交，名为“黄
花水仙一号”，之后基因突变，稳定后变
成三倍体，再起名“黄花水仙二号”。

龙年到来，张益强给“金水仙”起
了个响亮的名号——“龙袍水仙”。因
叶子短，花瓣全金，清香宜人，每株可
以分批次盛开 10 至 20 朵花，竖排叠开
约 20日，形似龙袍。

今年，无论在水仙花研究所内，还
是在大大小小的花卉市场，或是在众
多漳州农产品直播间里，都少不了“金
水仙”的身影。

汤益平注册运营着漳州奇果时代
传媒抖音号，正因为这一球水仙花，他
从最初的娱乐直播改为做农产品带
货。“2022 年开启直播，尝试与研究所
合作带货白水仙。从土培花球、雕刻花
球、盆装花到鲜切花，有多个价格区间
供消费者选择。”汤益平坦言，由于水
仙花原产地的近水楼台，可以实现不
拿货不压货。从直播间拍下的订单，由
水仙花研究所直接发货，确保品质优
良，物流可追溯，售后有保障。

笃定了“金水仙”的销量，汤益平
今年再与张益强续约合作卖货。

像汤益平这样的直播带货团队，
张益强已接洽了数十个，还包括快团
团等多个生鲜小程序上门寻求合作。
今年，水仙花研究所的传统水仙花球
销量近 30 万粒，“金水仙”花球年产量
约 12 万粒，近几个月已销售 7 万多粒，
随着新品种的市场熟知度的打开，数
据还在不断增长。

重重 生生

漳州水仙花的重生还离不开科技
的力量。

2022年 4月，漳州水仙花科技小院
成立。由省科协、省农业科学院、福建农
林大学、闽南师范大学等科技人员组成
专家团队，带领一群研究生驻扎水仙花
原产地保护区开展产学研工作。

“‘三种三收’稻花轮作是漳州水仙
花传统种植技艺。每年国庆节收割水
稻，霜降播种水仙花球，次年芒种挖出
花球晾晒、储存、休眠，土地轮种水稻，历
经三年种植周期，第一年从‘芽子’长成

‘钻子’，第二年从‘钻子’长成‘种子’，第
三年种植周期满后产出鳞茎大、花苞
多、花香浓的漳州水仙花花球。”学生覃
柳彬等人在科技小院的工作日志中有
着详细的记录，关于每日观测保护区水
仙花的种养情况以及研究进程。

这便是水仙花小球变大球的成长
日志。

“本试验在施用传统有机肥、过磷
酸钙为底肥的基础上，使用菌肥发酵后
多次浇灌，使菌肥松土、活氧、解毒、调
酸碱、促进团粒结构形成，达到改良土
壤、提质增产的效果。”漳州圆山水仙花
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陈艺洁介绍，通过
菌肥土壤改良试验，改变施肥方式，提
升土壤质量，从而影响花球的大小。

此 次 试 验 的 效 果 基 本 达 到 预
期——3 亩试验田中有 70%以上为一
级花球。在基地今年的总产量中，60%
为一二级花球，40%为三四级花球，远
超往年的花球平均质量。

眼下，科技小院继续在试验高质
量商品球，在施用传统底肥的基础上，
追施有机肥改良土壤，并结合种球筛
选与传统方式的精细管养，以期培育

出球茎大及品质佳的商品球。
在漳州，花球养得好不够，还要雕

得好。
“消费者想要什么造型，我们就让

它长出什么造型。”年关将至，漳州市
水仙花协会会长张文江和一群雕刻水
仙花爱好者共同塑形。挥舞的刻刀，在
球茎一侧划出一条切口，再一刀从上
而下削掉“鳞片”，接着伸进每个芽体
缝隙里剥离、削刻，假以时日，水仙花
将长出“二龙戏珠”“丹凤朝阳”“神龟
献寿”等姿态，再添置些龙舟、荷叶、花
篮等搭配饰品，满室馥郁的同时还增
添了趣味和年味。

作为水仙花雕刻技艺的非遗传承
人，张文江烂熟刀法，最知其中奥妙。

“ 以 往 未 经 雕 刻 的 水 仙 花 售 价 约 15
元，雕刻完的水仙花售价可以达到几
百元。”张文江代表了一代老手艺人，

如今，年近七旬的他依然每年到省外
展示水仙花雕刻技艺。

以文塑花，以花彰文。如今，在漳
州的许多中小学，水仙雕刻成为一门
乡土教育，被列入校本课程，张文江与
其他传承人会定期走进校园，培育水
仙花雕刻技艺传承人，助推水仙花文
化活态传承。

据民进漳州市委专职副主委杨怡
静介绍，民进漳州高新区支部充分发
挥高新区水仙花文化资源优势，致力
于促进漳州水仙花雕刻非遗技艺的传
承与发展。近年来，先后深入漳州高新
区第一中学、高新区九湖镇水仙花小
学等开展水仙花雕刻非遗技艺进校园
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成效。

黄继忠表示，接下来，他们将依托
水仙花海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冬
花夏稻”一年两季的美丽风光为着力

点，开展特色采摘、农耕研学、乡村露
营等特色休闲体验活动，不断挖掘文
旅消费潜力，将水仙花海的自然风光
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旅游新场
景，推进三产融合，做大、做实、做强漳
州水仙花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图①：2023 年花博会期间，在漳州
水仙花精品馆内，主播直播推介漳州
水仙花。 王毅 摄

图②：水仙花研究所直播间里，主
播在介绍水仙花。 杜正蓝 摄

图③：2023 年花博会，漳州水仙花
精品馆内的仙女造型。 王毅 摄

图④：水仙花科普展暨水仙花雕
刻展上，水仙花雕刻师为水仙花球塑
形。 黄小英 摄

图⑤：圆山脚下的水仙花海游人
如织。 陈艺洁 摄

漳州人的年漳州人的年，，是水仙花味的是水仙花味的。。
22月月 66日日，，漳州市水仙花海文漳州市水仙花海文

化长廊张灯结彩化长廊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喜气洋洋，，一一
场水仙花科普展暨水仙花雕刻场水仙花科普展暨水仙花雕刻
展正在这里举办展正在这里举办。。一盆盆一盆盆““凌波凌波
仙子仙子””清香馥郁清香馥郁，，姿态可爱姿态可爱，，吸引吸引
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漳州市水漳州市水
仙花协会会长张文江现场为水仙花协会会长张文江现场为水
仙花球塑形仙花球塑形，，展示水仙花的雕刻展示水仙花的雕刻
技艺技艺。。在水仙花科普展示区在水仙花科普展示区，，游游
客们通过图片客们通过图片、、文字文字、、水仙花展水仙花展
品 详 细 了 解 水 仙 花 的 历 史品 详 细 了 解 水 仙 花 的 历 史 、、品品
种种、、生长习性等知识生长习性等知识。。展览将持展览将持
续至续至 22 月月 2424 日日，，市民及游客将伴市民及游客将伴
着花香欢度农历龙年新春佳节着花香欢度农历龙年新春佳节。。

作为漳州市花作为漳州市花，，水仙花经历水仙花经历
了 市 场 价 格 波 动了 市 场 价 格 波 动 、、产 业 化 程 度产 业 化 程 度
低低、、品种及销售渠道单一等诸多品种及销售渠道单一等诸多
问题问题，，一度止步不前一度止步不前，，实难香远实难香远
益清益清。。

今年今年，，水仙花一上市水仙花一上市，，产销产销
两端均有可喜的增长两端均有可喜的增长。。那些像蒜那些像蒜
头一样不起眼的花球头一样不起眼的花球，，有了具体有了具体
的保护和发展主体的保护和发展主体，，从原产地嫁从原产地嫁
接产学研科技培育和营销接产学研科技培育和营销，，逐步逐步
提升小小花球的市场附加值提升小小花球的市场附加值，，欲欲
重振漳州水仙花品牌重振漳州水仙花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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