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愛花（別名：藍花仔，爵床科）
原產地印度。葉對生，花序穗狀，花朵主

要為藍色或白色，蒴果顏色為褐色呈橢圓形。

石斑木（別名：車輪梅，薔薇科）
原產地香港。由於它耐旱、對土質要求不

高，且樹冠緊密、花朵漂亮，初春，石斑木的
花會排成一圈一圈，形成一大片白花海，故又
有 「春花」 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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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角公園佔地逾十七公
頃，分三期依地形山勢建造，設
有不同主題的園區，當中最具特
色的要數 「嶺南之風」 。其總面
積達一萬二千五百平方米，水景
面積約為二千六百平方米，建築
藝術採自嶺南，如陶塑、瓦作、
灰塑、石雕、木砌等。園內的建
築物多置於園角，皆環繞着中央
大型水池向外伸延，亭榭之間以
廊串連，巧妙營造出院落回廊布
局。建築設計獨特，因此深受攝
影愛好者的青睞，甚至電視台也
常到此取景，如無綫電視古裝劇
集《宮心計》。

整個園區有十景，名字亦別
具詩情畫意：有鳳來儀、群星邀
月、健康去屣、月起薰來、北門
茵綠、觀雲逐月、奕亭殘局、泰
然自若、溪流影月、橋廊畫舫。
園內多置有對聯，
包括梁啟超、康
有為、高劍父、
陳璞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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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花（別名：海石榴，山茶科）
原產地中國。花瓣為碗形，分為單瓣或重

瓣，單瓣茶花多為原始花種，重瓣茶花的花瓣
可多達六十片。有不同程度的紅、紫、白、黃
各色花種，甚至還有彩色斑紋茶花。

鴛鴦茉莉（別名：番茉莉，茄科）
原產地南美。初開時藍紫色，漸變為淺紫

或粉紅色，後褪為白色，在同株上有二色花，
且花朵於夜間會散發香氣。

馬利筋（別名：連生桂子花，夾竹桃科）
原產地熱帶美洲。花朵由紅黃兩色組成，

蝴蝶喜歡吸食其花蜜。它的種子有絹毛，能借
風力傳播。馬利筋是金斑蝶的幼蟲寄主植物。

串錢柳（別名：垂枝紅千層，桃金娘科）
原產地澳洲。每逢三月至五月間，大部分

枝條上均開滿圓筒形穗狀花序，深紅色，狀似
瓶刷，是一種奪目的觀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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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角公園杜鵑花盛開。

▲本地各公園春花盛開，吸引市民打卡。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有市民手持鸚鵡近距離拍攝，鳥語花香。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白居易用 「花中西施」 形容杜鵑花。

軟枝黃蟬（別名：黃鶯，夾竹桃科）
原產地巴西。花蕾形狀及顏色似蟬蛹，故

此得名。花色鮮艷，惟全株有毒，汁液毒性較
大。黃蟬與皮膚接觸後或會出現紅疹、接觸性
皮炎，一旦誤食甚至會嘔吐或腹瀉，賞花時切
記 「眼看手勿動」 。

漫山
開遍

杜鵑是香港常見的春天花卉，擁有三
百多類喬木和灌木品種的荔枝角公園，亦
在園內的步行徑、小山坡等區域種滿各色
杜 鵑 。 杜 鵑 花 是 杜 鵑 花 科 杜 鵑 屬
（Rhododendron）植物，於全球各地共
有約一千個品種，多數分布在東南亞地
區，北美洲、歐洲及澳洲亦可發現其蹤
影。據資料介紹，本港有六種原生的杜鵑
花：香港杜鵑、毛葉杜鵑、紅杜鵑、南華
杜鵑、羊角杜鵑、華麗杜鵑。常見於屋苑
及公園內的錦繡杜鵑，則是外來品種。

這六種原生杜鵑屬罕見品種。以香港
杜鵑為例，它於一八四七至一八五○年間
在香港島首次發現，當時被定為另一物
種，直到一九三○年才被確認為新種，並
以 「香港」 命名。因生長地點多在郊野公
園內而受到保護，其中位於馬鞍山的分布

點更被列為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

花中此物是西施
多數杜鵑屬植物是常綠或落葉灌木，

它們的葉片都是全緣，互生於葉枝上。花
冠通常成鐘狀、漏斗狀、管狀或高腳碟
狀。杜鵑花花色豐富，有紅、白、紫、深
紅、黃、粉紅等，花瓣上有斑紋，用以引
導昆蟲採花蜜。開花期一般在三至四月，
香港的泥土適合其生長，它也是典型的酸
性土指示植物。

自古以來，詩人詞人皆多題詠杜鵑
花。白居易用 「花中西施」 形容杜鵑花，
他在《山石榴寄元九》中讚頌： 「閒折二
枝持在手，細看不似人間有。花中此物是
西施，芙蓉芍藥皆嫫母。」 這詩句寫於江
西九江（彼時稱江州），白居易在此地任
司馬。今江西、安徽、貴州以杜鵑為省
花，定為市花的城市多達七、八個。

杜鵑花還有十分淒美的傳說。相傳，
古蜀國國王杜宇（號望帝）自以為德薄，
禪讓帝位而出亡，死後化為杜鵑鳥。暮春
時節，杜鵑鳥晝夜悲鳴，鳴聲似在呼叫
「子歸，子歸」 ，啼至血出乃止。鮮血灑
在地上，染紅了漫山的杜鵑花。這也是
「杜鵑啼血」 的故事。李商隱《錦瑟》詩
曰：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
鵑」 ，便是由此而來。

月季（別名：月月紅，薔薇科）
原產地中國。常綠，半常綠低矮灌木，

可作為觀賞植物，也可作為藥用植物。

百日菊（別名：百日草，菊科）
原產地墨西哥。有單瓣、重瓣等花形，

色彩繽紛，花語 「堅忍不拔」 。作盆栽欣賞，
其花朵一朵更比一朵高，寓意 「步步高升」 。

前往方法：港鐵美孚站B出口，前行至
中華電力變電站，登上行人天橋，左
轉至青山道休憩公園，於交通燈處橫
過青山道即抵達。

初春之時，饒宗頤文化館裏漫山遍開紅色、粉紅色、白色的羊蹄甲
花，點綴着幢幢古意盎然的紅磚建築。記者走訪當日已是三月末，雖花期
剛過，但館內依然鬱鬱葱葱，擁有逾千棵原生植物，在過去營運的十年裏
亦不斷增添許多新的花卉，每年舉辦 「花節」 系列活動。



前往方法：
港鐵美孚站
D出口，再
轉左，經過
橋下的行人
通道，進入
荔枝角公園
範圍。

▲ 「嶺南之風」 鄰近美孚新邨，宛如鬧市中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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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雲逐月
橫匾寫着 「有為臺」 ，以紀念康有

為，承傳其 「中西合璧」 的概念。內有康
有為所撰對聯，樓台上可觀看全園景色。

奕亭殘局
園之西南有

秘譜軒，名字取自
棋書《橘中秘》和
《梅花譜》。亭旁
有一局被放大幾十
倍的象棋殘局讓棋
手思量。

有鳳來儀
典故出於《尚書．益稷》其中一句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解釋作祥瑞之
徵兆。因此，這景點可見地下的鳳凰圖案
於正中央。

馬纓丹（別名：五色梅，馬鞭草科）
原產美洲中部及南部。它是重要的蜜源

植物，為眾多昆蟲提供食物。因其枝葉有刺
激氣味，又名臭花草、臭草、臭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