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江的古树中，庞统祠的汉代古柏和宝峰寺的贵妃
柏亦引人注目。

走进庞统祠，来到二师殿前，便见两株古柏参天耸立，
因其中一株树干似龙、一株树冠似凤，又被人们称为龙凤
柏。以踏道为界，一株在东厢房的石阶上，已经枯死，系龙
柏；另一株在踏道西边的天井里，半枯半荣，为凤柏。

“林业部门测定凤柏树龄 1800 年，树高 24 米，胸围
4.5米。”尹帮斌介绍，民间传说这两株古柏是张飞为了纪
念庞统所植，后人称之为“张飞柏”。

细心的游客可能会发现，其中一株没有长在天井里，
这并不符合中国古建筑讲究对称的规律。原因何在？原
来，庞统祠在清代以前，规模比较宏大，两株古柏都在天
井内。清康熙年间，巡抚能泰重修祠堂，缩小规模，其中
一株便到阶沿上去了。

尹帮斌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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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晰地看到龙柏、
凤柏青葱苍翠，犹如一对华表，守护着古老的祠堂。

关于庞统祠的柏树，还有不少诗句有生动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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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人们笔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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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株古柏是宝峰寺贵妃柏，估测树龄1200年，树
高22米，胸围2.7米。贵妃柏一枝侧出下垂，婀娜多姿，
随风摇曳，充满诗情画意。尹帮斌介绍，宝峰寺又名余家
庵，位于大霍山东坡，与万佛寺紧邻。据民间传说，唐玄
宗天宝年间，发生了“安史之乱”。 杨贵妃逃命至此，种
下柏树，就是今天人们所见的“贵妃柏”；她吃了枣儿的枣
核，落地生根，就是今天的“贵妃枣”。民间传说让人们对
古柏生发出许多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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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厚实的泥土，哪怕只有一点瘠薄
的土壤，黄葛树就能盘根错节地深深扎根，
蓬勃旺盛地伸展开来，绵延不息，守护着一
方水土。

在位于罗江略坪镇的迎龙寺（又名游龙寺）
大殿前有一棵黄葛树，估测树龄 1200 年，树高
29米，胸围3.6米。还未走近就能看见，这株黄
葛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郁郁葱葱、古老苍

劲，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为人们遮风挡雨，形
成了“独木成林”的奇观。

正因其顽强的生命力，人们纷纷将许愿条挂
在黄葛树的枝条上，希望友情、爱情、亲情像黄葛
树一样绵长久远。

2023年5月，这株黄葛树被德阳市关注森林
活动执委会、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授予

“德阳十大重点关注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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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圈年轮，就是一页历史。作为“有生命的文物”，古树以
其独特的姿态和丰富的生态意蕴，成为岁月的记录者、历史的见
证者和城市的守望者。

罗江境内，有数百株列入保护级别的古树，其中四株树龄都
在千年以上，均为一级保护。它们的现状如何？其背后有着怎
样的故事和佳话呢？

历经岁月洗礼的古树名木，是自然和前人留
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蕴含着巨大的科学和人文价
值。然而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其存续和利
用面临诸多挑战。作为无法再生的珍稀资源，古
树名木一旦被毁坏，便是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保护古树名木，刻不容缓！

罗江区4株一级古树目前总体生存状态良
好，但也存在病虫害、树体损伤等问题，急需进一
步加强保护。罗江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症下
药”，采取了土壤改良、树冠整理、树体损伤与树
洞修复、立地环境改良、树体稳固处理、有害生物
防治等保护复壮措施。目前，该局正对这4株一
级古树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抢救复壮工作，“一树

一策”，精准管护，确保古树实现良性生长。同时，
进一步制定完善古树保护工作方案，已对全区
326株古树开展建档、挂牌等相关保护工作，将古
树保护经费列入年度预算，主要用于白蚁等虫害
防治。并且积极向省林草局申报创建省级古树
公园项目，多渠道争取项目资金用于古树保护。

9 月 23 日—30 日是 2024 年全国古树名木
保护科普宣传周，主题是“保护古树名木 全民
共建共享”。在罗江，通过近年来广泛深入的宣
传，已逐步凝聚起守护古树的社会共识，激发全
民参与古树保护的热情，让古树在新时代焕发
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让“绿色记忆”永葆生机、
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刘勋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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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天古柏“诉说”传奇

千年银杏生机勃勃

秋意正浓，银杏树叶渐渐开始泛黄，
待到秋末冬初，走在银杏树下，一不小心
就闯入一片金色的世界。银杏素有“活
化石”之称，许多人喜欢银杏，因其生命
力旺盛，观赏性强，且全身都是“宝”。

在罗江万佛寺，有一株古银杏树，估
测树龄1915年，树高33米，胸围11米，堪
称“罗江树王”。

尹帮斌，土生土长的罗江人，现任罗
江区文联副主席、罗江区作家协会主席，
长期致力于罗江文史工作，对罗江古树
及其保护十分关注。“初见这棵树时，
大概六七岁。”尹帮斌回忆道，当时万佛
寺还没有开放，名字仍然叫做“罗真观”，
里面住着很多老人，“跟着外婆到观里，
跨过一道石板做的小桥，桥下有一泓清

泉，再往上就看见一片
‘树林’，其实就是一棵
树，站在树下凉悠悠的，
印象特别深刻。”

“这株白果树（银杏
树俗称白果树）树干中
空，其中空的位置可以
安下一张八仙桌，七八
个人围坐也不觉得拥
挤。”尹帮斌说，关于这
株古树，有不少民间传
说，都是听老人们讲的，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白
果仙子”的故事，也印证
了其树干中空。

银杏树中空这一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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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帮斌介绍，“很少有人知道，这株
银杏树还有个雅号叫做‘长青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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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

万佛寺的这株银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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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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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林业部门估算的树龄，这株银
杏应生于公元109年前后。它在这片土
地扎根，在这里枝繁叶茂、蓬勃生长，穿
越千年风雨，接受岁月洗礼，见证沧海桑
田，如今依旧巍然耸立，生机勃勃。多年
来，这株美丽的银杏树，已成为万佛寺的
一个地标，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
特别是秋末冬初时节，“一树金缕衣，半
山黄金甲”，这一抹厚重的金色，与古寺
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相映成趣，美不胜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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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保护古树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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