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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楸树，历史岁月的见证

古树名木是林木资源中的瑰宝，也是一种独特的、

不可代替的风景资源。一棵古树就是一段历史，也是生

态“颜值”的保障，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走进南阳武侯祠博物馆，院内古木交错，古道盘桓，

湖水波光粼粼，灰瓦红墙。游览其中，像是游览一座古

典园林。武侯祠博物馆内古树名木种类繁多，共有古树

210棵，其中，位于“汉昭烈皇帝三顾处”石牌坊北，有一

棵古楸树，树龄 1700年，是武侯祠古树树龄之最。

走近这棵古树，满是皱纹一样的树皮，沟沟壑壑清

晰可见，枝干虬曲苍劲，树形优美。它像一位老者，也像

一座时间的桥梁，沟通着过去与现在。

都说古树多灵性，过往的不少游客驻足欣赏，充满

对生命的敬畏。

“相传，刘备三顾茅庐时，就是把马拴在这棵古楸树

上的。”曾在武侯祠博物馆工作了 30余年的李成广告诉

记者，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武侯祠内的园林工作。多

年来，他和同事们像对待家中的长辈一样，悉心呵护着

这些古树。现在，他已经退休一年多了，但还经常回到

武侯祠看望这些古树。

如今，这棵古楸树虬曲盘附卧龙潭畔，虽主干中空，

但每年花期之时，依然繁花似锦，淡淡花香弥漫整个园

区。望着参天入云、历经沧桑留下斑驳记忆的古楸树，

仿佛又见当年刘、关、张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来到卧龙

岗求贤若渴的执着和诚心。

古银杏树，当地的精神图腾

古树，是城市的“守望者”，见证着一座城市的发展，

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动人故事。古树往往伴村

落而生，一个村子如果能拥有一棵百年以上的古树，是

一件相当幸运的事情。卧龙区七里园街道白塔村，就有

这样一棵历史悠久的古树。在位于该村的市第五完全

学校内，记者见到了这棵有着 1700年树龄的银杏树。

站在学校门口，就能看到这棵古银杏树，郁郁葱葱、

参天而立，它如同一把巨大的绿伞，为校园里的师生带

来阴凉和宁静。走近细看，树上结满了绿色的银杏果，

树干纹理清晰，树根顽强地深植于土壤中。

“古树胸径 7.2米。这是一棵抗战树，现在根部还隐

约可见有铁链捆绑的痕迹。”站在树下，市第五完全学校

白塔校区校长刘顺勋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欲将古

树毁掉，拿来铁链捆住树干，用铁锯锯了一天后，成效甚

微，但锯却断裂了。抑或是慑于千年古树的威严，日寇

放弃了毁掉树木的想法。

刘顺勋告诉记者，一直以来，这棵古树就是当地的精

神图腾，是刚毅、坚强的象征，已成为红色教育的载体。

本报记者 张玲 文/图

黄金有价，古树无价。作为不可再生的自然遗
产，古树被称为“绿色活化石”。它是城市良好生态的
标志和象征，更是悠久历史的“见证者”。

近年来，卧龙区大力保护古树名木，让它们“安
居”，更让它们“老有所依”，在穿越千百年后仍然苍劲
有力。今天，让我们跟随时光的脚步，探访这些“长寿
老者”，倾听它们背后的故事。

据了解，树龄在 100年以上的树木都

称为古树，珍贵、稀有或具有重要历史价

值、科学研究价值及纪念意义的树都为

名木。

古树名木保护非一朝一夕之功，受

自然衰老、气候灾害、人为活动等因素影

响，如何才能让它们常绿？

“这些古树就像老人，是这片土地的

‘原住民’，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我们有责

任保护它们。”卧龙区园林绿化中心负责

人陈连宽告诉记者，卧龙区现有古树 213
棵，每一棵都是一部绿色史书、是活着的

历史坐标、是当地亮丽的自然景观，镌刻

着当地人的回忆与乡愁。

陈连宽表示，和人一样，树也会生

病，百年、千年古树的自然修复能力弱，

需要及时、科学救治。为了保护好这些

古树名木，卧龙区注重古树保护与复

壮，定期聘请古树保护专家现场把脉问

诊；联合相关部门，从建档挂牌、养护管

理、定期巡查、技术培训等几个方面，对

古树名木进行常态化、精细化、法治化

管理；根据长势情况，针对性采取防虫

防腐处理、促根复壮、支撑加固等管护

措施，确保每一棵古树名木茁壮成长；

同时，向群众普及古树名木保护方面的

知识，让大家自发加入保护古树名木的

队伍中来。

古树名木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古

树里有故事，故事里有乡愁。目前，卧龙

区通过实施一系列保护措施，呵护古树名

木健康成长，守护文化传承根脉。③9

保护古树，守护文化传承根脉

走近古走近古树名木树名木，，聆听故事与乡愁聆听故事与乡愁——

悉心呵护悉心呵护，，让让““文化根脉文化根脉””常绿常绿

武侯祠博物馆内树龄 1700 年的古楸树

武侯祠博物馆内大拜殿前的千年古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