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估 测 树 龄 1915 年 ，树 高 33 米 ，胸 围
1099厘米。保护级别：一级。

初见这棵树时大概六七岁的样子。当时万
佛寺还没有开放，名字仍然叫做“罗真观”，里面
似乎是敬老院，住着很多老人。跟着外婆到观
里，跨过一块石板做的小桥，桥下有一泓清泉，
再往上就看见一片树林（其实就是一棵树，独木
成林），站在树下凉悠悠的，印象特别深刻。

后来就经常见到这棵树。从少年到青年，
再到如今的天命之年。老人们口口相传，说这
棵树是汉代的，有接近两千年的树龄了。而且
还讲了许多故事给我听，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
是“白果仙子”的故事。我们乡里都把银杏树
称作“白果树”。故事是这样的：

万佛寺早先有一个住持，叫云海禅师。他
能文能武，既有道法，也是劳动好手，把万佛寺
搞得很兴旺。

有一年，他带领徒弟到山下水田中去栽
秧。每天中午回寺，都发现膳房内热气腾腾，
饭香菜美。禅师觉得很奇怪：寺中没有留人，
谁做的饭菜呢？可是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于
是他就暗中观察起来。

有一天，禅师独个儿收了早工，回庙里看
个究竟。只见一个年轻姑娘正在膳房内切菜，
忙得不亦乐乎。庙里钻出个大姑娘，这还了
得！四邻百姓若知道了这件事，岂不把寺庙掀
翻？清规要紧，禅师手提禅杖，大吼一声：“哪
里来的野妞！还不快走！”姑娘一惊，撒腿就
跑。姑娘穿过大雄宝殿，跑出耳门就不见了。
禅师到处找，到了白果树旁，越看越觉得那女
子就是白果树，于是，禅师念起真言，吐出三昧
真火，白果树就熊熊燃烧起来。说也奇怪，只
见白果树尖上，露出姑娘半边脸，盯了禅师一
眼，化作一阵烟，跑了。

晚上，禅师做了一个梦，梦见姑娘叫冤。
第二天，禅师起个大早，围着白果树转了几圈，
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于是叫来全庙和尚，为白
果树念起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经。春天，白果树
发出嫩绿的枝条，但是中间却永远地烧空了。

这个故事印证的是白果树中空的事实。
俗话说，“人老髓空，树老心空”，现在人们看到
的白果树，中空的位置可以安下一张八仙桌，
七八个人围坐也不觉得拥挤。

白果树中空这一现象，写入了清代罗江县
志。嘉庆版《罗江县志·寺观志》“罗真观”条：“寺
左右银杏树一株，大十余围，中空，可容一席。
树根下垂如手指，又名佛指树。”《仙释志》“云海
上人”条：“（罗真）观旧有银杏一株，大数十围。
朽枯中空，可容布席广坐。云海咒之复活，生青
枝下垂，名‘长青居士’。”这条记载与民间传说
很吻合，说明劳动人民的创造。银杏树有个雅
号叫做“长青居士”，知道的人可能就很少了。

万佛寺的这棵银杏，也进入了著名文士李
调元的视野。李调元返乡后，遍历川西名胜，
所过皆有诗。万佛寺七佛殿外山墙下嵌有李
调元手书诗碑。碑文内容为李调元游万佛寺
的三首诗及款识、注文。其中一首为：

罗真观
洞台司命府，公远静修庐。
刺史观云后，元宗度月初。
隐身衣角见，跌足只鞋徐。
黑水逢中使，丹山寄素书。
当归宜转驾，芝草俟回车。
分码形殊矣，开棺意悟欤。
自缘明主弃，不是故人疏。
旧本神仙窟，今为佛子居。
灵瓜心沁入，银杏指真如。
接引非雕琢，观音费绮疏。
奇花冬蓓蕾，古木半丘墟。
叹息僧牢落，斋无担石储。

这三首诗说到大霍山万佛寺的历史，也提
到寺里的银杏：“灵瓜心沁入，银杏指真如。”真
如，在佛教上指现象的本质或真实性。按照林
业部门估算的银杏的年龄，银杏应该生于公元
109年前后，这正是中国的汉安帝时期。这时
候，佛教还刚刚传入中国。这棵银杏见证了佛
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见证了世间真理与错误
斗争的历史，见证了近两千年的沧海桑田。两
千年来，许多事物都灰飞烟灭，化为历史的尘
埃。而银杏却依然苍翠，生机勃勃，不正象征
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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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记忆
蓦 然 回 首 似 是 故 人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二重就是一个
制造重型机器设备的工厂。其实不然，
二重不仅仅制造重型设备，二重厂内外
的名小吃恐怕更是几代二重人永远难忘
的美味。

二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建厂，历经
几十年的发展，先不说如何发展壮大，光
是怎么保障几万人的生活，都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先说二重厂内。二重建厂时有八大
处，其中一个就是行政福利处，其实就是
保障厂内生产、生活正常进行的后勤保
障部门。因为改制，行政福利处先后更
名为二重生活服务公司、二重万安物业
公司。

二重的建设者们来自全国各地，尤
以北方人居多，大家都喜欢吃面食，尤
其是早上吃馒头最方便。馒头这个东
西，说起来简单，要真正做好了还真不
容易。碱放多了，馒头表面就是黄色
的，因为当时二重还生产 130 加农火
炮，大家就开玩笑称这种馒头为“军用
馒头”。

玩笑归玩笑，“军用馒头”也确实不
好吃，后来生活服务公司引进了一种专
门生产制作馒头的机器，改变了大家对
馒头的认知，制造出来的馒头真的好吃，
大家都叫它“机制馒头”。这种白胖酥软
还有嚼劲的机制馒头，到现在仍然是二
重职工家属的最爱。

二重万安不仅生产机制馒头，更有
名的应该是二重汽水。在很多人的印象
中，二重汽水是一种福利，这种说法其实
是不准确的，二重汽水严格上来说应该
是一种劳保。每年夏天，二重热加工车
间一线职工的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和忍
受的，为了保障一线职工的身体健康，二
重万安生产的汽水绝对不允许使用任何
添加剂，包括糖精在内，只能用纯白糖。
这就是为什么二重汽水被称为二重老汽
水的根本原因。

防暑降温除了汽水，还有一种饮料
就是绿豆汤。每到夏天，二重厂内各级
女工组织总要为生产一线的职工送清
凉，主要方式就是送冰棍和绿豆汤。

绿豆汤说起来简单，要熬好并不容
易。铸造分厂模型车间说起来是热加工
单位，其实是一个模型制作车间，属于冷
加工单位。送清凉、送冰糕还真不关这
个车间的事，但职工的辛苦车间主任是
知道的，不管怎么说，也得让职工喝上绿
豆汤。模型车间是全厂一级防火单位，
大意不得，于是每天早上，车间主任就在
办公室用电炉熬绿豆汤。为了熬这锅绿
豆汤，主任办公室随时都有一个人值班，
还得有一个人守在电闸旁。

机制馒头、绿豆汤、老冰棍、老汽水，
这些都是二重厂内为了保障生产经营正
常进行而制作的，二重厂外那些让职工
家属口口相传的名小吃就更多了。

现在的岷山路与珠江路交会的那一
带，以前是二重子弟四校与红卫中学所
在地。当时学校门口有很多小吃店，“红
卫米线”、“马记烧烤”都很有名。印象最
深的是一个姓李的阿姨用小推车卖的春
卷，小姑娘一放学就围在小车旁边，眼巴
巴地望着阿姨裹春卷的手，希望下一个
包好的春卷就是自己的。时间长了，大
家干脆就叫它“红卫春卷”。由于学校搬
迁，那些小吃店都不复存在了，唯有“红
卫春卷”还在，只是现在要吃也不容易
了，卖春卷的李阿姨变成了李奶奶，不能
推车叫卖了，尽管在丁香巷有一间小门
面，但其女儿主要售卖鲜花，只在网上或
微信里，周六、周日两天接受“红卫春卷”
的预订。

在城南菜市场靠近二重107生活区
的门口，有一个卖东北酸菜、煮花生和盐
蛋的老大娘，生意虽然不大，不知不觉间
也二十多年了。她的儿子每天晚上就骑
上三轮车在108、丽阳天下一带叫卖“花
生、盐蛋”。

大约是在1998年，在今天的银松巷
与九顶山路拐角处，二重 108 生活区新
建了几栋商品房，趁着搬家的喜庆，有人
在靠近九顶山路的西侧，开了一家肥肠
鱼火锅。28元一锅，真正的大众口味，平
民价格，尤其是那又软又糯的肥肠，老少
皆宜，用老板的话来说，我的肥肠洗得比
人的脸还干净，大家放心吃。住在附近
的职工下班后，回家拿一口锅，买一锅回
去再用高压锅加热、压得更 一点，再出
锅上桌，撒上一点葱花，当家的倒上一杯
小酒，娃娃们喝一瓶冰镇的二重汽水，一
家人吃得笑呵呵。

舌尖上的
二重

□刘蓬莱

现在的“龙柏”“凤柏”。“凤柏”位
置在台阶上。

“龙柏”树冠。

宝峰寺贵妃柏。

1908 年，伯施曼镜头中的“龙柏”
“凤柏”。

迎龙寺黄桷树。

罗江树王
□文/图 尹帮斌

名木古树，都有着百年以上的历史，有的树龄超过千年。他们
见证了社会历史的变迁，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有着极高的科学
研究和生态价值，是值得我们倾情守护的“国宝”。罗江境内，有数
百株列入保护级别的名木古树，其中四株树龄在千年以上。

扫描刊头二维码关注扫描刊头二维码关注““纵目纵目””
触摸人文德阳的温度触摸人文德阳的温度

宝峰寺贵妃柏：估测树龄1200年，树高22
米，胸围273厘米。保护级别：一级。

宝峰寺又名余家庵，位于大霍山东坡，与万
佛寺紧邻。民间传说，唐玄宗天宝年间，发生了

“安史之乱”。反贼把玄宗皇帝逼得丢城失地，
他只好带着杨贵妃，高力士和部分文武大臣逃
往四川。在一个叫马嵬坡的地方，御林军将士
们不走了，声称要杀了祸国殃民的杨国忠和杨
贵妃，他们才会保驾去成都。李隆基没有办法，
只好杀了杨国忠。可是大军仍然喧哗不走，逼
他杀掉杨贵妃。李隆基哪里舍得杀掉如花似玉
的爱妃呀，弄得六神无主，只有抱着杨贵妃痛
哭。还是高力士有主意，想到贵妃娘娘平时对
他恩宠有加，给玄宗出了一个计谋，让他用掉包
之计，让一名与贵妃长得极相似的宫女穿上娘
娘的衣服代替，交给御林军。这样军心才安定
下来，保着玄宗皇帝南逃。杨贵妃与几个亲信
太监一起，翻山越岭，惊惶逃命。一天，他们走
到一个幽静去处，只见一座宝刹掩映在森森古
柏之中。杨贵妃注目良久，灵机一动，拿出金银
珠宝，分给几个太监叫他们自谋生路，然后入寺
出家（这寺庙就是今天的宝峰寺）。在寺中贵妃
娘娘住了七年，关心众尼生活，恪守清规，天天
吃斋念佛，夜夜青灯黄卷，很受众人尊敬。她手
植的柏树，就是今天人们所见的“贵妃柏”；她吃
了枣儿的枣核，落地生根，就是今天人们见到的

“贵妃枣”。后来，杨贵妃又由宝峰寺东渡日
本。众尼感其德，又于寺内造娘娘殿一座，将其
供奉，四季香火不断。

贵妃柏一枝侧出下垂，婀娜多姿，特立卓
异，姿态优美。民间传说让人们对古柏生发出
许多想象。

迎龙寺黄桷树：估测树龄1200年，树高29
米，胸围361厘米。保护级别：一级。

迎龙寺，又名游龙寺，是一座很古老的庙
宇，位于略坪镇。据说庙宇始建时，人们发现寺
旁有一丛修竹，其中一根长出两个分枝来（一本
两歧），于是人们就将此寺命名为“歧竹禅院”。

迎龙寺大殿前有一棵黄桷树，枝叶繁茂，覆
盖了几百平方米的地面，形成了“独木成林”的
奇观。信众们将愿望拴在黄桷树的枝条上，希
望自己的友情、爱情、亲情和黄桷树一样绵长久
远，黄桷树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念想。

罗江古树的四位寿星，是如今罗江土地上
最为古老的居民，守护着罗江近两千年。因为
有了它们，我们脚下的土地更值得敬畏和珍
惜，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祝它
们永远健康，吉祥。

冠军

估 测 树 龄 1800 年 ，树 高 24 米 ，胸 围
452厘米。保护级别：一级。

庞统祠二师殿前有两株古柏，以踏道为
界，一株在东厢房的石阶上，已经枯死；另一株
在踏道西边的天井里，半枯半荣。枯死的一
株，树围略小，象征早去的庞统，人们称之为

“凤柏”；半枯半荣的一株，象征着依然为汉家
社稷呕心沥血的诸葛亮，人们称之为“龙柏”。
林业部门测定的树龄1800年，就是龙柏的。民
间传说这两株古柏是张飞为了纪念两位军师
所植，因而也叫“张飞柏”：

刘备的“五虎上将”中，惟张飞与庞统最
好，最佩服庞统的才干，原来此中有些缘故。

庞统未遇伯乐，心里有事，被刘备派到耒
阳县作县令，到任后“不理政事，终日饮酒为

万佛寺“长青居士”

庞统祠汉代古柏

亚军

乐”，“一应钱粮词讼，并不理会”。刘备听后大
怒，派张飞去巡视。

张飞作为特派员，到了耒阳县，同僚告知：
“庞县令自到任及今，已百余日，县中之事，并不
理会，每日饮酒，自旦及夜，只在醉乡。”张飞大
怒，欲擒庞统治罪，多亏手下阻挡，张飞亲眼看了
一次庞统处理公务的情形：“统手中批判，口中发
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丝毫差错。民皆
叩首拜服。不到半日，将百余日之事，尽断毕
了。”张飞大惊：“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当于兄
长处极力举荐！”从此成了庞统的忠实粉丝。

张飞与庞统的这一段佳话，让我们看到庞
统之才确非百里。庞统勋业未建，英年早逝，
为国捐躯。张飞为怀念庞统，便在祠前种下两
株柏树，后人将之称为“张飞柏”。

细心的游客可能会发现，凤柏没有长在天
井里，这与中国古建筑讲究对称不吻合，这是
为什么呢？原来，庞统祠在清代以前，规模比
较宏大，两棵古柏都在天井内。清康熙年间，
巡抚能泰重修祠堂，缩小规模，其中的一株便
到阶沿上去了。

自清代以来，龙凤柏与祠堂周围的古柏林
不断进入地方史志和旅人们的日记中，成为庞
统祠最具特色的生态景观。嘉庆版《罗江县
志·古迹志》“庞靖侯祠”条：“古柏大数十围，黛
色参天，霜皮溜雨，盖数百年物。”允礼《西藏行
记》：“关下落凤坡有庞士元墓，庙宇二重，中塑
孔明、士元像。古柏两株，甚深秀。”在清末德
国建筑学家恩斯特·伯施曼的考察中，也描述
了庞统祠的柏树：“1908年8月5日早晨，我和
旅行团从西门离开了这座城市（指罗江），经过
几座山坡上的漂亮祠堂，就开始登山，一个小
时我们便到达了山顶。庞统祠矗立在一片茂
密的柏树林中。”“封土（指庞统墓）前面是墓
碑。古柏环绕着坟丘，将小院罩在阴影之中。”
在伯施曼为庞统祠拍的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晰
看到“龙柏”“凤柏”青葱苍翠，如一对华表，守
护着古老的祠堂。

诗人们对古柏也情有独钟，我们可以读到
很多写庞统祠柏树的诗句。如清代杜兰《谒龙
凤二师祠》：“英雄气节无生死，老柏青山翠影
垂”；周文麟《谒靖侯祠》：“叠叠青山祠外绕，森
森翠柏墓前幽”；阚昌言《落凤坡迴文》：“喧车
路绕柏森森，暮伴亭祠古到今”；吴省钦《庞靖
侯墓》：“风云埋桧柏，涕泪侑兰荪”；李调元《鹿
头山》：“至今松柏冢，风雨不胜愁”；《落凤坡谒
二师祠》：“至今松柏夜哀号，同一定军山下
土。”刘桐《谒二师祠》：“翠柏森森庙貌开，双忠
并峙绝尘埃”……在诗人们的笔下，庞统祠的
柏树既是景观的一部分，也象征着庞统与诸葛
亮的高风亮节，其中也有和庞统、诸葛亮长相
厮守的情怀和忠贞。

宝峰寺贵妃柏
与迎龙寺黄桷树

并列季军

万佛寺银杏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