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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王者何处有，路人遥指卢庄村。据《如皋
县志》记载，搬经银杏王已过千岁。银杏王足有30
多米的身高，主干高达4米，2米8的胸径得有8个
成年人才能合抱。

景仰银杏王，欣赏她的四季风采。春天，乳芽

成叶似小扇，带来生机，夏天，绿色盛装似华盖，
送来凉爽，秋天，黄叶纷飞铺黄金，取得收获，冬
天，无惧严寒独炼枝，给人鼓励。

景仰银杏王，感应她的千年灵气。她庞大的根系
丈量着搬经的历史长度，她的繁枝茂叶叠加成搬经文
化的厚度，他的灵气，护佑搬经代有才人出，她的阅历
带给人们对历史的深邃思考和对生命的无限感怀。

景仰银杏王，传承她的文化内涵。她是人文精
神的承载，她的坚韧精神，长寿基因，吉祥寓意，
文艺价值和药食功效构成独特的金色名片，在如皋
文脉中深深扎根，她的历史积淀，丰富了长寿之乡
的内涵，加厚了如皋历史文化的底蕴。

景仰银杏王
□贲义平

本是唐朝之树
拴过宋将之马
千年的风雨早已蚀空你
原本粗大的躯干
溃腐的内表总能彰显
厚重的印记
我猜想
一定是忠魂的护佑
让你在千年间
重获新生
要不然那空洞的躯壳又怎能
焕发生机
将近倒伏的你
总是在春天到来的时候
将繁茂的枝叶
昂首呈现于当今的
太平盛世

家乡的古槐
□老张

凤祥搬经

时光流淌

这里藏着一份非遗的珍贵记忆

“搬经猪头肉”

一份清代传承至今的非遗技艺

它，承载历史长河中的聪慧与深情

每道卤制后的去骨

都是对过往岁月的致敬

每份吊汤中的匠心

都是对味觉追求的坚持

它，在火焰的烹制中，焕发新生

在香料的沐浴中，华丽转身

色泽红亮，鲜糯醇口，撞击的味蕾

似乎低语着那些古老的故事

余韵绵长

它的主人，是那些精心制作的匠人

他们以双手，以至心

将这份传承，这片情感

织入一幅幅永恒的诗画

它，始终守护着它的灵魂

纵使世界瞬息万变

那份真挚的美好

永远值得我们去珍惜、去流传

忙碌的世界

请放慢脚步

来一口“搬经猪头肉”

品味这源自深远历史的美味诗篇

感受这承载的人间烟火与时光深情

村口绿叶
——搬东社区采风

时光从数千年前流泻而至

我在村口听到了绿叶大合唱

唱诵两只金凤凰的传奇

搬东，澎湃的激情

只能用绿叶的形式喷薄而出

我看见它们，站在三月、四月的台阶上

带领村口，带领风、田园、河水一起转动

带领粉的、黄的、红的、紫的颜料迅速蔓延

蔓延至诗歌，蔓延至沿河风光带

我看见村口古老的太阳寺

连着草坪、树林

连着廊檐亭台和讲诉“二十四孝”故事的墙

绿叶极其奢华地斑斓着、飞扬着

至真至美，从河底直至天空

直抵绿色的顶峰

我在绿叶的脸上找到了村口的表情

春天的阳光洒得田野泛光，农村已是
桃红柳绿梨花白，我心心所念的搬经古银
杏此时也应该满树翠绿了吧？

千年古银杏，远看就见树冠巨大，满
枝的绿叶郁郁葱葱。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
近树下，仰望头顶似苍穹覆盖巨大的树
冠。我静静地与古银杏对视着，听古树告
诉我千年来的世事变迁，轻轻地说，静静
地听。不觉夕阳西下，附近一位古稀老人
从古树旁的长着青草的小路上走过。夕
阳、古树、老人，一幅历史厚重感的画面
深刻我的脑海。

去年的深秋，还是这株古树，我曾于
一日午后前来看它。那时，通往古树的水
泥路还没修好，我七拐八弯地从一户人家
的屋旁出到屋前，突见路侧一片金黄，我
被这金黄的气势所震撼了。我仰望上空，

古银杏似一个巨大的华盖，树上的一片片
金叶已不是很茂密，透过一片片金黄的缝
隙，可见天空点点蔚蓝，清澈明亮。此
时，一阵微风吹过，只听簌簌声响时，又
是一片片金黄随风而落，先是在空中飘
摇，然后在地面轻轻抖动几下，才静静地
与地上的落叶相依在一起。

地面的一片落叶在阳光的照射下金光
闪闪，少许落叶随着微风飘动而波光粼
粼。我不敢移步而上，我不敢用我沾了灰
尘的鞋污了这片金黄的高贵，我只是仰视
着，心中默默地惊叹着，我就这么久久、
久久地让眼中印满这片金黄，久久地，我
不忍与这1500岁的高寿银杏树挥手作别。

搬经古银杏树让我神往。1992年，
如皋将银杏树确定为市树，大概就是看中
银杏树的长寿长健，悦己悦人……

神
往
，千
年
古
银
杏

□
郭
继
锋

千年银杏，
你头顶云彩，
招白鹤归来。
四大干枝，
抚揉周边小孩。
你张开双臂，
似千斤大力士，
沉稳拥抱着卢庄绿海。

千年银杏，
你从隋唐走来！
相传张氏二兄亲手栽，
风雨沧桑，历尽艰辛，
挺拔苍穹一千五百载。
你朝迎晨阳，夕会霞彩。

游子从塞外归来，
情涌童年记忆。
看你这般高大伟岸，
我爱你，
绿叶的温馨，
根泥的清香
粗臂的挽爱，
我把你的情怀
记在心里
一直带到天涯海外！

如皋西乡杨氏族人起源繁琐，其中
一支源自苏州，人数颇多。查阅《泰兴
分界杨氏宗谱》，明朝初期，始祖杨德进
由苏入泰，育有杨前湖、杨后湖、杨元
湖、杨太湖四孙。根深叶茂，儿女成
群，四孙后人又遍布分界、搬经、夏堡
等地。具体说来，搬经境内，此支杨氏
后人分布于湖刘村、龙桥村、港桥村、

群岸村、万全村等地。目前前湖、后湖
两支尚存家谱。前湖后人于乾隆年间始
修家谱（前湖支）。后湖人修定《泰兴分
界杨氏宗谱·后湖支》，成书于道光元
年，时至今日，共修七次。

分界、搬经杨氏的远祖中，不乏历
史名人，像家谱中提及的就有后汉名士
杨震，以四知辞金、清白传家的故事闻

名千古，故而此支搬经杨氏以四知堂为
堂号。苏州又是江南胜地，文人雅士常
常于此流觞雅集，儒学兴盛，因此杨氏
族人受到影响，又铭记先人教诲，定下
一条条家训，如“崇孝行、敦族谊、戒
争讼、严教子”等等。此非虚谈，而是
事实。1919年，在杨家岱生活十多年的
吴林芬，撰文表示心中感慨：杨家子
弟，忠厚朴诚，力耕衣食，富者不骄，
贫者不滥。谨遵祖训“戒争讼、严教
子”，杨氏族人才能安分守己，安居乐
业，造福搬经。《泰兴分界杨氏宗谱·后
湖支》最近一次修谱也充分彰显出“崇
孝行、敦族谊”的家训。此次修谱时间
甚长，除去搜集族人生平史料极为繁琐
外，中间一度资金短缺。一位杨氏老族
人离世前，担心家谱进度，为家谱未能
面世深表遗憾。其子坚守孝道，料理完
后事，便主动出资，包下家谱续修的所
有费用，令人感动。

搬经杨氏的美德值得传颂。数年前，
我有幸受邀参与编修《泰兴分界杨氏宗谱·
后湖支》，并为此谱作序。我的序言，谈不上
美文，不过美德终须美字宣扬，于是我又特
地邀请西泠印社社员、南通印社社长李夏
荣君手录序言，手迹直接影印书中。为此谱
作序的还有杨氏族人杨长虎，他编谱积极，
写文勤快，为人坦诚，可谓恪守家训的族人
典范。数月前，听闻杨长虎居然早早离世，
我心中满满悲情。不过幸好《泰兴分界杨氏
宗谱·后湖支》续修成功，记录下搬经、分界
两地杨氏共同的起源及和睦的族人关系，
我想杨长虎心中无憾了。

（一）
搬经一巨扇

翠色春夏金秋天
风中舞千年

（二）
千年古树高

金叶团团老枝翘
只只黄鹤绕

（三）
风起老树舞

满树绿叶如翠湖
涤清吾双足

（四）
明月照银杏

夜色秋黄冬将近
愁煞念人心

搬经银杏树
□禾目

一直想去搬经看看千年古树。据《如皋县
志》记载，搬经镇卢庄村有一棵古银杏树，雄
性，树龄过千年，树高 30米。《南通古树名
木》记载，这棵古银杏树2米处胸围达8.7米。
古银杏树所在的地区，在历史上属于如泰古岗
地。这里西接通盐河，东入海，为南通地区最
古老的陆地。

如皋市作协组织到搬经采风，我欣然前
往。搬经有轰动中国文坛的文学作品《伤痕》
的作者卢新华，有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丁
捷，搬经还走出了张枫、曹剑、鞠健夫等名
人。这里有唐僧取经归来搬经、晒经的传说；
有岳飞拴马的老槐树——采风第一站就是加力
老槐树。槐树树态古老、奇特。加力为古地
名，据说宋朝时候，英明盖世的岳飞驻军泰
州，总管通泰一带军事。一次，金兀术带领金
兵来攻泰州，被岳家军打得大败。岳飞率领三
千将士出城穷追猛杀，一直追到搬经镇东首的
冷庄村。士兵们实在跑得太累了，岳飞下令三
军停在这里歇脚，自己把马拴在一棵老槐树
上。这时正是大暑天，骄阳似火，酷热逼人，
将士们挥汗如雨，口渴难当，岳飞正焦躁地在
大槐树下踱着步，忽有习习凉风拂面而来，冷
庄村果然“冷”了起来，岳家军索性蹲的蹲，

坐的坐，尽情享受着风凉。搬经的百姓听说岳
家军到了，纷纷拥来，端茶送水，慰问将士，
争睹岳元帅的英姿。岳飞见搬经人这样热情，
感激不已，兵士们也个个精神抖擞，他们跃身
上马，告别百姓，一鼓作气，继续追杀金兵。
此后，当地百姓百倍爱护岳飞拴过战马的这棵
老槐树，大人小孩从不攀折，并索性把这村子
更名为拴马庄。

我们参观了省特色田园乡村搬东社区，移
步换景，美不胜收，恰似人间仙境。产业关
旺，百姓安康，人民幸福！

离开搬东社区，来到如皋西乡陈氏族史陈
列馆。如皋西乡陈氏，自世祖昌隆公携妻子从
浙江瑞安迁居如皋以来，至今已有792年。经
过一年的修建，这座占地2亩的仿古四合院——
如皋西乡陈氏族史陈列馆，在2016年清明节完
工。如皋西乡陈氏族史陈列馆为四合院建筑，
南面一排左手有一间陈列室，其中两本厚厚的
族谱陈列之中，一本为1916年修，一本为光绪
七年修。馆中不仅展示着历次谱修的版本等珍
贵资料，还在展示柜内分布着家训、源流、族
人分布图，先人功绩展、近代如皋陈氏历史名
人、将军、博士等图片，还特地把孝亲尊老、
富贵济困等先进事迹图文放在明显的位置供人

浏览。
搬经，潘泾也。搬经人依水而居，倚水而

生，它是每一位游子心中的净土与乡愁。
在拉马河西岸的卢庄村，我们邂逅了这棵

号称南通“树王”的古银杏树，它巍然屹立，
似一把巨无霸的大伞一般覆盖着地面，枝繁叶
茂，生机勃勃。这株千年古树用其强大的生命
力昭示着自己的顽强与神奇，它是一位身材魁
梧的长者，年岁虽长，却优雅端庄地矗立在沃
野之中，俯瞰众生。站在他的面前，我顿被一
种强大的生命之光所震慑、所征服，顿时觉得
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银杏自无语，风华落径深。”上千年的沧
桑岁月，拉马河水清新飘逸的自然风光与银杏
树厚重古朴的历史影像交相辉映，古银杏树一
直陪伴和见证着搬经人的豁达、明理、勤劳和
仁爱，它放飞着人们五彩斑斓的梦想，它历经
了酷暑严寒，历经了沧海桑田，它的每一个枝
丫里都记载着这片土地的发展史，它的每一片
叶子上都书写着无数人的耕耘奋斗史。

搬经镇可圈可点的还有很多！下次一个人
再去探寻搬经的文化，欣赏搬经的美景！

金色搬经，搬经搬金，搬经采风，不虚此
行。

“千年老槐”！初听这名字，“天仙配”那
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下子跳出来，这是能见证
天地之爱的古槐吗？已有千年，它有参天的
模样吗？……“快到了！”同行的惊呼道。车
子一个急拐弯上了一座高高的拱形桥，桥对
面是两排似乎没有间距的房子。

我努力搜寻，有没有一棵惊人的“擎天
柱”？没有！随着人群来到一个小屋门口，

“古槐就在这小屋后面。”嗯？我极力眺望，
还是不见踪影。“它是趴着的！”紧走几步，
只见，一棵直径约30厘米，长4米左右的木
椴子半趴着身子，整个身子斜插在泥土里，
椴子的梢头伸出一枝不能称为树干的树干，
头稍向后仰，呈后顾姿势。靠近根部一根中
空的枯枝缠绕着它的下半段，可能还没到季
节——没有一片叶子，一点绿色都看不到，
看上去似乎毫无生命；在靠近根部斜上一米
的地方伸出一大两小三根枝丫，最粗的那根
中间也是空的；整个的它，枯枝萧条，主干

空空，俨然就是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如果
不是身上一件青苔衣，我完全看不出它有什
么出奇的地方。

树前一块水泥碑引起我的注意，“宋朝岳
飞驻马遗址”八个红色的字歪歪扭扭刻在水泥
碑上，看颜色似乎刚被人新刷过。这棵枝干

“枯朽”的树干真的在此一千多年了？同行的
伙伴拿起手机刷刷地拍起了照。我转到树的
根部，一块大理石碑“岳飞拴马树”。相传岳飞
与金兀术打仗时，曾在此休整，拴马于此树，后
借此树神力，打了大胜仗，因此，此地名为加
力，此村名为“拴马庄”。我禁不住重新观察它

的主干，希望从布满青苔的间隙中寻找属于岳
飞拴马时留下的印迹……

一位中年大姐，可能见我看着槐树出神，
自豪地说：“这棵树已有一千多年了，它可是我
们全村人的骄傲，我们从不许人碰它，都非常
尊重它，谁家有什么大事小事都来告诉它一声
……”大姐依然激动地向我同行的伙伴介绍着
关于“千年古槐”的奇闻轶事。

我凑近树身寻着，寻着那属于历史的褶
痕，咦，一棵新枝从青苔的间隙中斜伸出
来，枝头又分成了两根新枝，都被嫩绿包裹
着。哇，它真是活的！我暗暗惊叹道，紧接

着又发现了几枝，都是绿绿的外衣，看样子
不久将长出新叶。“如果五月份来，满树长满
了叶子，开满了白花，那才精神呢！”一位随
行的工作人员介绍道。是吗？是这样，它是
活的，一直都是！

哦，这就是生命的力量，它就这么趴
着，从不停歇生命的脚步。那后顾的姿势，
是想看岳家军是否已完胜吗？还是想告诉今
人，它曾经历了狂风暴雨依然不倒？它就这
么安安静静地看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来来去
去，就这么安安静静地看着寒来暑往的季节
更替，就这么安安静静地看着世界年轮的变
换，安安静静地用它的方式记录着这个世界。

千年来，人们爱护它，瞻仰她，与其说
记住了槐树的沧海巨变，不如说忘不了岳飞

“精忠报国”之魂，这精魂已融入搬经人的基
因里，融入每一个来瞻仰她的人的骨子里，
一代又一代……我轻抚着记录历史印迹的树
干，似乎听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马蹄声……

“千年老槐”遐想
□戴建梅

银杏的爱
□杨光

搬 经 剪 影
□赵宏建

分界、搬经杨氏源苏州
□彭伟

非遗佳肴（外一首）

——猪头肉

□葛云彩

银 杏 树 徐歌摄


