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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县榆树乡榆树村古银杏树。 张承荣 摄 ●未署名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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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梦谷”旅游项目，让徽县田河村千年古银杏树焕发新生机。 高 琼 摄

◎

◎

深秋时节，漫游金徽大地，无论是高山深谷、清流急湍、树

生石上的嘉陵江大峡谷，还是百步九折、山峰浩荡、诗意盎然的

青泥岭，微红、青红、深红、霜红、火红、醉红，新绿、草绿、水绿、

浓绿、江绿、酒绿，草黄、青黄、鹅黄、苍黄、橙黄……构成了一部

华美盛大的“交响乐”，这部“交响乐”的“高音部”就是那些陇蜀

古道上站立了几千年的古银杏树明亮的金黄。

一

徽成盆地，地处秦岭南麓、居嘉陵江
上游，东邻陕西、南望巴蜀，江南之秀美
与北国之雄奇完美融于一身。

高大的秦岭山脉挡住了北方的寒流，
在这平均海拔1000米的浅山、丘陵、川道
的河谷区，气候温和湿润、雨水充沛、热
量丰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为银杏树
的生长发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是甘肃
省最适宜银杏生长的地区。在中三叠纪植
物群中，甘肃就有银杏类化石发现，晚侏
罗纪至早白垩纪的陇南徽成盆地亦出现
似银杏属和准银杏属等银杏纲植物化石。

徽县有古银杏树229棵，平均生长年
限800年。嘉陵镇田河村就是一个被千年
古银杏树包围的村落，150多棵古银杏树
或围绕在农户的房前屋后，或矗立于田间
地头，形成了罕见的野生、半野生状态的
古银杏树群落。这片银杏树群落与徽县境
内其他乡镇广布的古银杏树共同为徽县赢
得了“银杏之乡”的美誉。2017年10月，徽
县嘉陵镇田河村被中国林学会推选为全国
11个“中国最美银杏村落”之一。2023年9
月，陇南市徽县银杏树镇银杏村的银杏树入
围全国10株“最美银杏”推选名单。

二

徽县作为甘肃省的银杏主产区之一，
除嘉陵镇田河村比较集中外，在大河店
镇、银杏树镇、伏家镇、栗川镇、泥阳
镇、江洛镇、榆树乡、高桥镇、麻沿河镇
等均有千年以上的古银杏树。

在众多的古银杏树中，单株最高54米
的古银杏树生长在榆树乡榆树村；单株最
矮10米的古银杏树生长在嘉陵镇田河上坝
村；单株胸径最大，基径为4.82米、总胸
围达14.25米的古银杏树生长在银杏树乡银
杏村；树龄最大为3000年的古银杏树生长
于徽县嘉陵镇田河村。

徽县银杏为马铃类、圆子类和梅核类
银杏品种。种壳呈汉白玉或鱼肚白色，果
仁熟后质地细腻，具有韧性和糯性，口感
香甜，略有苦感。主要产地范围为徽县柳
林镇、城关镇、嘉陵镇、伏家镇、江洛
镇、泥阳镇、永宁镇、水阳镇、虞关乡、
银杏树、栗川镇11个乡镇。

2006年，徽县将每年的行道树栽植树
种全部确定为银杏，并将柳林、嘉陵、银
杏、水阳等中部适宜乡镇确定为银杏发展
的重点乡镇。徽县银杏既不同于北方银
杏，又有别于南方银杏，这与徽县地理环
境的独特性、土地条件的复杂性、生物资
源的多样性、生态环境的优越性密切相
关，独具特色的生产种植环境，孕育出了
独具特色的徽县银杏。

三

每年三月，随着嘉陵江两岸春天的到
来，古银杏树结束了休眠，开始新一年的
轮回。当日平均气温升至8℃时，胚芽开
始萌发；日均温升达10℃以上时，春梢开
始生长，并随温度的上升加快，最快时每
天可长6-7cm。

四月下旬开花。银杏雌雄异株，单
性，球花生于短枝顶端的鳞片状叶的腋
内，呈簇生状。银杏开花时雌花展现花柄，
雄花露出花序。很少有人看见银杏花开，徽
县民歌中就有“银杏花开无人知”的唱词，
《本草纲目》中记载：“银杏二月开花成簇，青
白色，二更开花，随即卸落，人罕见之……须
雌雄同种，其树相望，乃结实。”

秋天，便可见其金黄的叶和白色
的果。

银杏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制作的方法
有炒、蒸、煨、炖、焖、烧、熘、烩等，
著名的菜品有：诗礼银杏（孔府宴名
菜）、白果鸡丁（鲁菜）、白果炖鸡（青
城山名菜）、白果蒸鸡（浙江名菜）等。
田河村的人，靠树吃树，最简单的吃法就
是把捡来的银杏果放在火炉边烤着吃，讲
究一点的用银杏果炖菜，比如银杏炖土
鸡。把本地散养的土鸡剁成小块焯水后控
干翻炒，加入葱、姜、山泉水，大火烧
开，到一定火候，放入银杏、羊肚菌、干
辣椒，倒入砂锅中，用文火慢炖。待炖好
后加入调味料，出锅装入汤碗，撒上绿油
油的小香葱，满屋子都萦绕着银杏果和鸡
肉的香味。

银杏虽然具有较好的润肺、止咳、平
喘等功效，但有微毒，成年人一次不宜超
过10粒，孩子则不宜超过5粒。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银杏叶中的化学
成分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活性成分是黄酮
类化合物和萜类化合物，还有有机酸类、
酚类、聚戊烯醇类、原花青素类和微量元
素等。这些物质在抗菌、抗癌、抗衰老、
调血脂、降血糖、美容、改善内循环、提
高免疫力、补充维生素等方面有积极的
作用。

四

裸子植物只剩下四大类得以存在至
今，分别是银杏、松柏、苏铁和买麻藤。
银杏更是植物世界的“孤勇者”，一纲、
一目、一科、一属、一种，几亿年来一直
是中生代名副其实的孑遗树种。

银杏的原产地是中国，拥有世界银杏
种质资源的90%以上。

“千年人代惊弹指，独有参天鸭脚
存。”将银杏叶称为“鸭脚”，是古人根
据银杏叶的形状“象形化”命名。“鸭
脚”一词频现于宋代韦骧、郭祥正、李之
仪、黄庭坚、晁补之、陈师道、陆游等诗
人笔下，既是文人之间交情的见证，又通
过彼此唱和延续银杏文化的流传。

及至今日，银杏还有许多俗名，如佛
指甲、佛指柑、灵眼、鸭脚子、鸭掌树、
飞蛾叶、凤果树、史前树、仁杏树、白果
树、玉果树、鸣果树等。

五

与银杏树在宋代进入诗人的创作视野
相比，早在汉代银杏树就进入了画家的创
作视野。《徐州汉画像石》一书，收录了
汉画像石270余幅，表现树木的只有22
幅，其中表现银杏树的多达16幅。邳州车
夫山出土的一幅以银杏树为内容的汉画像
石，画面上的银杏树只是略略几笔象征
性地以银杏叶作为表现，画面上两株银
杏树遥相对应，两树之间的4个人面部表
情虔诚、恭敬。这种画面的设计可能与
银杏树在汉代作为多子多福吉祥树的寓
意有关。

银杏树在汉代以后的画像砖中时有出
现。东晋画家顾恺之根据曹植《洛神赋》
创作了同名巨幅本着色画卷《洛神赋
图》，图中就有大小银杏树200余株。
1962年5月，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发掘一
座东晋基葬，在基室南、北两壁中部有两
幅《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像，图
中阮咸“任达不拘”地坐在一株银杏树下
抱阮轻弹，情态十分生动。

唐代，银杏树进入造景写意的山水园
林之中。王维晚年隐居蓝田，建“辋川别
业”，构筑自然写意山水园林二十景，植
银杏树为景点“文杏馆”，并与友人裴迪
赋诗《辋川集二十首·文杏馆》以唱和，
其所植银杏树现今仍存，生长良好。

宋代《宣和画谱》收录《银杏白头
翁》和《写生鸭脚图》。画家谢稚柳作
《唐宗圣观遗址银杏图》，并题写了长篇
题跋。此外，还有诸多画家以银杏树为主
题进行创作。如著名画家徐悲鸿的《银杏
树》珍藏于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

银杏树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人
们不但很早就发现了银杏的实用和药用价
值，而且不断衍生出丰富的文化价值。从
宋代开始，在学校、书院、文庙和宗祠之
中栽植银杏树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孔
庙诗礼堂前的两株银杏树，就是宋代栽植
的。后世，杏坛与银杏往往会被联系在一
起。至少从明代开始，银杏就成为祭祀孔
子以及其他儒学大师的祭品。可见，诗礼
堂前的银杏树被赋予“诗礼”的文化特点
和期望。另外银杏还有多子多福、福荫后
世的美好寓意，与儒家以及学校重视教育
和家庭有着紧密的契合点。

六

根据当前中国现存的古银杏树进行推
算，我国的银杏树栽植史可上溯到商周时
期，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文化的发端
也至少可远溯至商周时期。此后栽植数量
逐渐增多，栽植范围逐渐扩大。

徽县在古代一直是中原直通西南的要
冲，素有“秦陇锁钥，巴蜀咽喉”之称，
殷商古道即由秦（陕西）经河池（今徽
县）沿嘉陵江通蜀入川，陇蜀道经秦州
（天水）过河池（今徽县）直通西南。秦
蜀古道与陇蜀古道交汇于徽县，翻越高峻
的青泥岭入川，而后远通吴楚。

在徽县当地用银杏树做路标的传说流
传甚广。沿着陇蜀古道，从徽县虞关开始
沿嘉陵、水阳、银杏树、榆树、高桥等乡
镇一路向北，这条线路上都有古银杏树分
布，而且基本上呈线状等距离分布。如果
说银杏树高大挺拔的树干、优美的姿态、
累累的硕果是人们选其作为行道树的外在
因素，旺盛的生命力、强大的适应性、防
御各种病虫害的能力则是选其作为行道树
的内在原因。

在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徽郡
志》和清代乾隆《甘肃通志》《直隶秦
州新志》《徽县志》、嘉庆《徽县志》
中都有白果村、银杏镇、银杏铺、银杏
树等地名，时至今日徽县还设有银杏
树镇。

（据2023年10月18日《甘肃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